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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记者

魏玉坤、严赋憬）国家统计局 26 日发布

数据，今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2812.3 万吨

（562.5 亿 斤），比 2021 年 增 加 10.6 万 吨

（2.1 亿斤），增长 0.4%。今年以来，国家

继续提高稻谷最低收购价，加大产粮大

县奖励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多措并举稳

定双季稻生产。

今年我国早稻
总产量2812万吨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记者刘

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 26 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2年7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

进出口规模 39151 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4156亿元，服务贸易

逆差 604亿元。按美元计值，2022年 7月，

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 3171亿美

元，进口2644亿美元，顺差528亿美元。

7月我国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
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11%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5日电 （记者

叶昊鸣）交通运输部 25 日发布数据，7 月

份 ，我 国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2636 万 标

箱，同比增长 11.2%，增速较 6 月份加快

4.7 个百分点。7 月份，我国完成港口货

物 吞 吐 量 13.4 亿 吨 ，由 6 月 份 的 下 降

2.3%转为增长 5.7%。总的来看，7 月份

货运量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规模。

7月我国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增长11.2%

新闻集萃

8 月 26 日，云南玉溪至楚雄高

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通车后，玉

溪到楚雄仅需 1.5 小时，结束了云

南省双柏县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图为玉楚高速绿汁江大桥。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摄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为应对 7

月以来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等地区旱

情对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财政部积极会同水利部、农业农村部研

究，26 日紧急通过中央预备费安排农业

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 100 亿元，支持各

地做好抗旱救灾、秋粮防灾稳产、保障群

众饮水安全等相关工作。

其中，安排水利抗旱救灾资金 65 亿

元，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水利调水、增打机

井、兴建救灾所需抗旱水源，重点保障群

众饮水及农业灌溉用水等。安排农业抗

旱保秋粮生产资金 35 亿元，主要用于支

持受灾农户购买燃油、农药、种子等农业

生产恢复所需物资；同时，对喷施叶面

肥、调节剂、抗逆剂、杀菌杀虫剂等提高

农作物抗旱性的混合药剂给予补助，防

范旱情发展蔓延，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财政部紧急安排中央预备费100亿元
支持做好抗旱保秋粮等相关工作

新华社北京 8 月 26 日电 8 月 26

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自主研制的升

力式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获

得圆满成功。

这是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26 日的消息。据悉，飞行试验采用的

运载器，经健康检测维护后，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再次点火垂直起飞，按照设定程

序完成亚轨道飞行，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

善右旗机场，成功实现我国亚轨道运载器

的首次重复使用飞行。本次飞行试验的

圆满成功，有力推动了我国航天运输技术

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的跨越式发展。

我国亚轨道运载器重复使用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本报长春 8月 26 日电 记者李建

文、张东盼报道：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

长春航空展今天开幕。多支飞行、跳伞

表演队共舞蓝天，歼-20、运-20 等主力

战机展翅苍穹，运油-20 首次向社会公

众展示……人民空军集中展现新时代

推进战略转型迈向世界一流的新成就，

以高规格的空中礼仪欢迎新飞行学员

加入“蓝天方阵”，用独特的“蓝天召唤”

吸引更多有志青年为守护蓝天贡献青

春力量。

上午 9 时许，“八一”跳伞队队员携

党旗、国旗、八一军旗和空军军旗从飞机

上一跃而下，拉开蓝天盛典的序幕。空

军航空大学“蓝鹰”跳伞表演队携多幅标

语迎风而下，昭示空军官兵矢志强军、逐

梦空天的凌云壮志。

紧接着，空军航空大学“红鹰”“天之

翼”两支飞行表演队相继亮相，以独特的

空 中 礼 仪 向 新 飞 行 学 员 和 观 众 致 敬 。

歼-16、歼-20、运-20 等国产先进机型

进行空中性能展示，一系列高难度飞行

动作让观众领略了战机的卓越性能和飞

行员的高超技术。被誉为“空中仪仗队”

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用精湛的技术上演

了一场惊险刺激的“空中芭蕾”，把现场

氛围推向高潮。空降兵空中突击行动演

示 ，实 景 展 现 空 军 部 队 实 战 化 训 练 成

果。时尚炫酷的无人机表演、青少年学

生体验飞行等项目，同样精彩震撼。地

面 巡 展 上 ，首 次 向 社 会 公 众 展 示 的 运

油-20 和其他武器系统集中展现了人民

空军装备建设发展成就。

“运-20 送我来上学，航空开放活动

现 场 助 威 ，这 场 开 学 典 礼 让 我 终 生 难

忘。”来自四川的新飞行学员贾贵友说，

“我一定在大学里刻苦学习，成为未来制

胜空天的新锐一代。”据悉，空军 2022 年

度招飞数质量再创新高，其中 60 名飞行

学员将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进行联合培养；16 所青少年

航空学校录取飞行学员 400 余名，招飞

录取率不断提高。

本届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为期 5 天，

长春航空展同步举行。

左上图：8月 26日，在空军航空开放

活动暨长春航空展上，空军航空大学“红

鹰”飞行表演队进行飞行表演。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暨长春航空展开幕

初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8 月 26 日 ，“ 领 航 强 军 向 复 兴 ——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正式向

公众开放。上午 9 时许，人们已在候展

区排起长龙。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 馆 统 计 ，今 天 预 约 参 观 的 人 数 超 过

8000 人。

展 厅 内 ，辽 宁 舰 、山 东 舰 、歼 -20、

运-20 等现役主战装备模型吸引众多群

众驻足观看。“大国重器彰显大国之威，让

我们老百姓更有底气。”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员工赵少明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科技强军战

略，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大力提高国防

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取

得历史性成就，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实现

整体跃升。

“这是一体化单兵睡袋，可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低温下使用……”聆听着讲

解，北京市三帆中学教师赵虹飞快地在

本子上记录。赵虹告诉记者：“我准备将

今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在‘开学第

一课’上与同学们分享。”

将 此 次 展 览 作 为“ 开 学 第 一 课 ”

的 ，还 有 北 京 市 东 城 区 和 平 里 第 四 小

学 二 年 级 学 生 毕 成 蹊 。 他 和 妈 妈 一

起 ，聚 精 会 神 地 观 看 记 录 中 央 军 委

2018 年 开 训 动 员 大 会 场 景 的 视 频《号

令》。“ 拿 着 钢 枪 的 解 放 军 叔 叔 真 威

武！长大后，我也要当一名军人，保家

卫国！”毕成蹊说。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八

一 勋 章 ”获 得 者 麦 贤 得 头 部 取 出 的 弹

片，王继才在开山岛升起的国旗，武警

第二机动总队某部官兵救援时使用的

手套……一件件珍贵实物诠释着中国

军人保卫国家、守护人民的赤胆忠诚。

“新时代的军人主动担当作为，勇于

攻坚克难，抗疫救灾、海上维权、卫国戍

边都有他们冲锋在前的身影，他们是最

亮的‘星’。”从天津专程赶来观展的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员工张先生说。

北京市民赵丽欣的儿子、儿媳都是

现役军人，她站在“优待军人军属组照”

前 ，指 着 悬 挂“ 光 荣 之 家 ”牌 匾 的 照 片

说：“每逢春节都有部队和政府的工作

人员来我们家慰问，现役军人家属的医

疗等保障越来越好。作为军属，我真切

感受到社会的尊崇。祝愿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也祝愿英雄的人民军队越来越

强大。”

“脚再高一点，腿再伸直一点……”

在“奋斗强军”军人群体主题雕塑前，一

名不满 6 岁的小男孩踢起正步，他的爷

爷在一旁纠正动作。爷爷名叫孟宪桂，

特意带着孙子从山东老家来京观展。“我

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的国防是全

民国防。引导孩子从小接受国防教育，

是我们支持国防建设的实际行动。”孟宪

桂说。

展厅出口，许多观众在留言簿上写

下观展体会。记者看到一条留言这样写

道：“强国有我，强军亦有我。”

（本报北京8月 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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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

一；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 20867 个，万吨

级及以上泊位 2659 个；内河航道通航里

程 12.8 万公里，其中高等级航道超过 1.6

万公里；长江干线货运量超过 30 亿吨，

位居全球内河航运首位；全球港口货物

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前 10 名的港口当

中我国分别占了 8 席和 7 席……

在 25 日举行的交通运输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

司长苏杰用一组数据展现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的这 10 年，我国水运事业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

水运具有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污

染小的比较优势，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的主要通道和关键节点，也是加快运输结

构调整、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的主

攻方向。水运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基础

性、先导性、战略性作用明显，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坚实保障。

今年以来，疫情形势延宕反复，承担

了大量跨区域货物运输和约 95%外贸物

资运输的水运保持运输通道畅通，运输

平稳有序。数据显示，2021 年全国港口

完成货物吞吐量 155.5 亿吨，比 2020 年

增长 6.8%，确保了“出口货物出得去、进

口货物进得来”。

今年上半年，我国一系列水运重大

项目加快建设步伐，水运建设项目基本

形成“开工一批”“在建一批”“建成一批”

“储备一批”的良好格局。

与此同时，钦州大榄坪南 7 号、8 号

码头自动化改造工程等竣工投运，宁波

舟山港梅山港区二期等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建设有序推进，一批智慧港航建设也

加快了脚步。“水运基础设施数字化、网

络化水平不断提升，已建和在建自动化

码头数量均居世界首位。”交通运输部水

运局副局长郑清秀说。

郑清秀表示，今年 1 至 6 月，全国水

运建设完成投资 735.7 亿元，同比增长

4.7%，其 中 ，6 月 份 水 运 建 设 完 成 投 资

17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2% ，环 比 增 长

33.7%。7 月份水运建设投资同比增长

21.8%，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目前我国已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主要港口建立了海运航线联系，成为

全球海运连接度最高的国家，在全球航

运、物流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不断提升。

“规模巨大、内畅外联的水运体系，有力

保障了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

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苏杰说。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25日电 记者

叶昊鸣）

我国水运基础设施总体规模保持世界第一

退役军人经过部队严格教育训练和

重 大 任 务 考 验 ，是 党 和 国 家 的 宝 贵 财

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

开创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退役军人获

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不断增强。

中 央 宣 传 部 26 日 举 行“ 中 国 这 十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新时代退

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举措与成效。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
政策法规体系

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介

绍，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 4 年多来，

围绕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

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完善政

策，健全机制，狠抓落实。

在坚持党的领导方面，县级以上普

遍成立党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机

构，完善工作运行机制，党对退役军人工

作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

此外，全国县级以上退役军人事务

行政机构全部组建到位，从国家到村（社

区）建成六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60

多万个，转隶、接收、成立 4000 多家事业

单位和 700 余家社会组织。

“党领导下行政机关、服务体系、社

会力量同向发力的组织管理体系基本建

成。”马飞雄表示，我国还建立完善军地

合署办公机制，推动将退役军人工作纳

入地方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内容，

系统联动、军地合力的工作运行体系逐

步健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退役军人的专门法

律，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

与此同时，上百个涵盖思想政治、安

置就业、优抚褒扬、服务保障等方面配套

政策出台，体现尊崇尊重、服务管理保障

并重的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成型。

“我们在全系统开展‘法律政策落实

年’活动，采取部、省、市、县四级联合联

动，开展‘蹲点抓落实’工作，分解细化任

务，压实压紧各级责任，让退役军人享受

到政策红利。”马飞雄说。

退役军人安置就业
成效明显

马飞雄表示，近年来，我国深化退役

军 人 安 置 制 度 改 革 ，不 断 提 升 安 置 质

量。4 年多来，新接收安置退役军人 185

万余名，转业军官安置到党政机关和参

公单位的比例超过 80%。着眼促进退役

军人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出台《关

于促进优秀退役军人到中小学任教的意

见》等政策文件，已帮扶 226 万名退役军

人实现就业创业。

退役军人事务部就业创业司司长于

景森表示，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相关部

门面向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进行高职扩

招，有 100 多万高中毕业的退役士兵免

文化素质课考试，进入大专全日制学习。

“从今年开始，第一批高职扩招的退

役军人就毕业了。”于景森介绍，今年的

毕业生是 30 万人，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

相关部门统筹部署安排，帮助他们充分

稳定就业。从初步统计看，大部分地方

高职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达到 80%以上。

此外，在培训方面，从 2019 年开始，

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全国推行适应性培

训，规范培训内容、时间和形式，已有 52

万多人接受从部队到地方转变的适应性

培训。累计 82 万人次参加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提高就业技能水平。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水平持续提升

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政治和权益维

护司司长梁竞阁介绍，为帮扶困难退役

军人，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相关部门摸

清全国困难退役军人底数，开通运行帮

扶援助服务系统，实施动态管理、精准帮

扶。同时，每年利用重要时间节点，普遍

开展退役军人走访关爱活动，4 年多来

共投入资金 65 亿元，走访帮扶 3100 余万

人次。

梁竞阁说，退役军人事务部还联合

相关部门制定出台退役军人帮扶援助、

兜底保障、司法救助等文件，开辟纾难解

困“绿色通道”，目前已为困难退役军人

和军人军属发放司法救助金近 4100 万

元。此外，指导 20 个省份成立退役军人

关爱基金（会），筹集资金总额达 90 亿

元，持续扩大社会参与，汇聚帮扶合力。

优待证与每名退役军人紧密关联。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曹俊介

绍，去年 12 月，优待证申领发放正式启

动，力争今年年底前完成存量对象的发

证任务。

“发放优待证是健全优抚对象荣誉

体系，强化持证人精神褒扬和荣誉激励

的重要举措。同时，我们也在不断提高

优待证的‘含金量’，让持证人享受到实

实在在的优待。”曹俊说，下一步，退役军

人事务部将丰富优待证使用场景、让全

国的优待项目广泛连通。同时，将搭建

统一的优待服务平台，既方便社会各界

为持证人提供优待，也方便持证对象更

全面地了解和享受各种优待；开发“电子

优待证”，方便持证人便捷享受优待，让

优待证越来越有用、越来越好用。

（新华社北京 8月 26日电 记者张

汨汨、高蕾、范思翔）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举措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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