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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加码发力 扩大有效投资汇聚稳
经济合力

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投资数据的改善，释放出
经济逐步企稳恢复的积极信号。

前 5 个月，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2%，
增速虽较 1 至 4 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但回落幅度收窄 1.9

个百分点。
“ 稳 投 资 力 度 持 续 加 大 ，投 资 增 长 支 撑 作 用 逐 步 加

强。”在 6 月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扩大有效投资，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被摆上重要
位置。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
设施投资”，4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提出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4 月 29 日召开的中央政
治局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一系列政策加
力信号持续释放。

各地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截至 5 月底，新增专项债
已发行 2.03 万亿元，完成下达额度的 59%，比去年同期增

加 1.4 万亿元；新开工 10644 个水利项目，投资规模 4144

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超过 1 亿元的项目 609 个；新开工 120

个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项目，总投资 1820亿元……
前 5 个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6.7%，增速比 1 至 4

月加快 0.2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0.5个百分点。
6 月末，在川藏交界的金沙江干流，近百台运料车、振

动碾、挖掘机往来不断。这是“西电东送”接续基地重点工
程——巴塘水电站的施工现场。施工方中国安能三局 24

小时不间断施工，大坝填筑施工量由原计划的每月 30 万方
提升到 60余万方。

“5、6 月历来是施工旺季，今年更与复工复产、各地加
大基建项目开工力度相叠加，很多项目工地都在加快进
度。”中国安能集团总工程师张利荣说。

加快推进施工进度，意味着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带
动更大投资效益。

重重困难之下，制造业投资保持了“韧性”。前 5个月，
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两位数增长，10.6%的同比增速虽较 1

至 4月有所回落，但回落幅度收窄 1.8个百分点。

“高”“新”投资增速快 结构优化积蓄
高质量发展动能

投资，在短期体现为需求，在中长期体现为供给。推
进高质量发展，优化供给结构是必然选择。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不是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更不是
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精准有序实施一批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的投资项目。

新基建，是支撑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的战略性
基石。我国 5G 基站建设加快推进，前 5月新建基站 27.5万

个，基站总数已达 170万个。
作为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的重要一

环，今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一个个数据中心
项目加快落地，为数字经济发展开拓新空间。

盛夏时节，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二期工程正在
建设。据介绍，项目新建机架 12000 多个，未来将实现宁
夏与京津冀地区间传输时延 8毫秒。

对于新基建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
说，从储备项目情况看，下半年，各地方和骨干企业将继续
加大投资力度，一批重大项目将开工建设。

古都西安，投资额达到 150 亿元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增产扩能项目正在抓紧施工，计划年内正式投产。

“未来，比亚迪所有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高级零部件都
会在这里出现，比亚迪在西安地区的年产量，也将从 30 万
辆提升到 60万辆。”比亚迪西安地区总经理刘振宇说。

今年 1至 5月，装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2.0%，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增速达 24.9%，远高于制造业投资 10.6%的增速。

发力先进制造业投资、绿色低碳投资，加快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优化的投资结构，正为高质量发展积蓄
新动能。

锚定扩大内需 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还有不少薄弱环节，
推动技术进步、产业改造升级也离不开投资，这意味着有
效投资需求大、潜力大。

由投资、消费构成的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一季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96.3%。增强“主引擎”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

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比重一半以上，是拉动投资增长
的“主力军”。

发挥重大项目牵引和政府投资撬动作用、鼓励民间投
资积极参与盘活存量资产、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目
前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发展的措施正抓紧落实，助力增强
扩大有效投资的动力。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复杂国内外形势下
重塑中国经济新优势的深远谋划。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意味着进一步释放投资潜力。

江苏南京，泉峰科技有限公司的电动工具产品销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车间里，智能机器人运输车往来穿
梭；车间外，一个 15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工厂正在抓紧施工。
公司负责人说：“我们要加快推进智能化、数字化改造，用好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产品在全球树立良好品牌。”

宽阔的伶仃洋上，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正在稳步建
设，隔海相望的中山市和深圳市将被连通。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着眼
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一个个相互支撑、优势互补的区
域重大战略加快推进实施，更大的投资空间随之拓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正带来新的投资机遇。不断释放的
投资潜力，也在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先
觉雨，山暗已闻雷。”

7 月 7 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一个
节 气—— 小 暑 ，将 如 期 而 至 。 小 暑 节 气
的到来，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地区即将步
入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将迎来“七
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

热风与炎夏：即将步入“三伏天”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从 7 月
7 日至 22 日的 15 天里，小暑“三候”这样
写道：“一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宇，三候
鹰始鸷。”意思是说，进入小暑，凉风变成
了热风；再过五日，蟋蟀热得去阴凉处避
暑；再过五日，老鹰因地面温度高而盘旋
于凉爽的高空。

常言道“热在三伏”“节到小暑进伏
天”。今年从 7 月 16 日开始入伏，进入

“三伏”的初伏。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 月至 8 月，预

计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
高。其中，新疆、西北地区西部、华东、华
中、华南东部等地高温天数较常年同期
偏多，将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

小暑过，一日热三分。紧随小暑之
后的，是更热的大暑节气。“小暑接大暑，
热得无处躲”，意味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进
入炎热季节。

炎炎盛夏气温攀升，暑热难耐。不
过，气候学家说，在滚滚热浪中，有着一
个生机勃勃的世界，荷花盛放、流萤飞
舞、蝉鸣声声……雨热同期助力万物生
长，万物繁盛礼赞生命的美好。

在防暑降温、消暑降燥的同时，还需
要人们调整出良好的精神状态，迎接炎
炎盛夏的到来。

暴雨与洪水：进入防汛关键期

小暑时节，将步入一年中最热的“三
伏天”，也将迎来“七下八上”（七月下半
月至八月上半月）的防汛关键期。

专家指出，小暑是全年降水最多的
一个节气，尤其是南方各地进入雷暴最
多的时段。热带气旋活动频繁，7 月至 8

月台风北上影响我国的可能性大。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 7 月至 8

月，东北东部和南部、华北、华东北部和
南部、华中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南部和
东北部、西藏南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据水利部预测，7 月至 8 月，预计我国极端天气事
件偏多，区域性洪旱较常年偏重。汛期以北方多雨为
主，黄河中下游、海河、辽河、珠江等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长江上游干流和汉江、淮河、松花江、太湖流域可能
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暴雨增多，防汛抗洪迎来重要时期。专家强调，防
汛须以“防”为先，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防汛应急准
备和值守，科学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安
澜，保障水库安全度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防
御和城市防洪排涝。

农忙与经济：迎来发展好势头

小暑时节，也是粮食生产的关键时期。阳光强烈、
高温多雨，雨热同期利于农作物生长，因此农谚有“伏
天的雨，锅里的米”之说。

在江西省瑞昌市范镇，一些农民在田间辛勤地给
中稻施肥；在山西省新绛县古交镇，一些村民在忙着给
玉米苗喷洒除草剂；在甘肃省酒泉市三墩镇，一些村民
同样在打药除草、施肥扶苗，做好夏季田间管理。

祖国南北，各地农民都在抢抓农时，开展农事生产。
专家指出，小暑前后，全国多数地区农业生产主要

是忙于田间管理。小暑期间的天气状况，是开展病虫
防治等田间作业的有利时机。

在田间地头，农民们正在抢抓农时忙农管，确保粮
食丰收。在工厂车间和工程场地，工人们在为巩固经
济恢复态势而紧张忙碌，各地各项重大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地展开。

专家指出，当前各地各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积极推动一系列稳增长、惠民生政策措施落地
见效，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恢复态势正在持续巩固。

火热的盛夏，人们用火一般的热情，克服困难，坚
定信心，聚精会神抓建设，凝心聚力谋发展。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在 生 猪 产 能 总 体 合 理 充 裕 、猪 肉 消 费
不 旺 的 情 况 下 ，近 期 生 猪 价 格 出 现 过 快 上
涨 。 在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 6 日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专家表示，目前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
后市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的基础。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
6 月 第 5 周 全 国 生 猪 平 均 出 场 价 格 为 每 斤
9.56 元，环比上涨 11.7%，较 3 月下旬累计上
涨 46.4%，较年初上涨 12.7%，较去年同期上
涨 17.3%。

猪 肉 价 格 自 4 月 中 旬 起 有 所 跟 涨 。 据
监测，截至 6 月第 5 周前，猪肉价格日均涨幅
在 0.2%以内。7 月 5 日，36 个大中城市猪肉
零售价格为每斤 17.85 元，较年内低点累计
上涨 22%。

专 家 认 为 ，近 期 国 内 生 猪 价 格 过 快 上
涨，主要原因是市场存在非理性的压栏惜售
和二次育肥等现象，部分媒体特别是自媒体
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渲染涨价氛围，短期内
加剧了市场惜售情绪。

“ 行 业 普 遍 反 映 ，从 3 月 末 猪 价 筑 底 回
升 以 来 ，生 猪 养 殖 场（户）普 遍 看 好 后 市 行
情，补栏、压栏和二次育肥的倾向增加。特
别 是 6 月 下 旬 以 来 ，随 着 生 猪 价 格 快 速 上
涨，养殖压栏惜售情绪进一步加大，部分养
殖户反映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二次育肥争抢
屠宰猪源的情况，生猪屠宰上市量减少。”农
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周琳说。

“近期全国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气，部
分地区生猪调运不畅，屠宰企业收猪困难，
也推高了生猪收购价格。上半年猪肉进口
大幅减少，对国内猪价的回升也起了一定支
撑作用。”周琳表示。

生猪价格未来走势，关键取决于供应是
否有保障。目前看，猪肉供求基本面不支持
猪价大幅上涨。

周琳表示，去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存栏量
略多于生猪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域，今年
1 至 5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持续处
于绿色合理区域，预示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

一季度猪肉市场供应有保障。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刘志成介绍，从市场需求看，7 至 8 月份天气炎热，仍然处
于猪肉消费淡季；从养殖成本看，6 月底生猪饲料价格已
经跌至每公斤 3.54 元，也不支持生猪价格大幅上涨。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的情况，国家发展
改革委积极应对、连出重拳，明确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
供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上涨，并会同有
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
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促进行业长期
健康发展。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6日电）

号称号称““低息贷款低息贷款”” 仿冒金融平台仿冒金融平台

稳投资持续加力 新基建蕴含新机遇
——2022 年中国经济年中观察之投资篇

虚假网贷虚假网贷 AppApp 调查调查

近日，山东李先生接到一通陌生来电，询问他是
否需要低息贷款。正为资金短缺发愁的李先生，按照
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网贷 App。一番操作后，对方以
验资、认证为由 4 次骗取李先生共计 10 余万元。

国家网信办反诈中心近期监测发现多起仿冒投资
平台进行诈骗的事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
虚假网贷 App 仿冒银行、金融平台，诈骗分子多方引流、
大量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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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 7 月 6 日电（记者 帅 才）暑期来
临，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参加体育锻炼。记者近日从长
沙市部分医院了解到，近期医院骨科收治发生运动损
伤的青少年患者增多。专家提醒，青少年暑期运动要
注意安全，合理选择运动项目。

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卓介绍，近期
发生跟腱损伤的青少年患者增加。有的青少年在踢足
球时和伙伴进行激烈身体对抗，发生了跟腱断裂。

专家提醒，青少年在运动时，如果听到跟腱处有“啪”
的断裂声，并且局部出现可触及的凹陷，脚后跟肿胀、疼
痛时，就要考虑跟腱断裂的可能，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以免造成断裂的加重，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长沙市第三医院骨科二十三病室主任陈松提醒，
青少年在运动之前，应进行充分的热身活动，舒展全身
的关节、肌肉，降低受伤的风险；青少年要根据身体条
件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避免突然过猛地进行跑跳等
动作；青少年在打篮球、踢足球等激烈运动中可以戴相
应护具，加强对肌肉和关节的保护。

专家提醒，青少年可以找专业教练根据自己的体
重、身高、肌肉水平等设计训练方案和计划，还可以到
医院运动科进行测试，了解自己的心肺功能情况，并根
据自身情况设计科学的运动方案。

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门急诊主任曾赛珍提醒，青少
年骨骼相对于成人骨骼来说更柔软，在进行一些激烈运
动时更容易骨折变形。青少年可以根据自身生长发育
特点，选择慢跑、跳绳、仰卧起坐、游泳、健身操等运动。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儿科副教授陈志衡建议，青
少年在酷暑时节不要进行激烈的户外运动，以免发生
严重中暑。

专家开出青少年

暑期运动处方

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今年以来，稳投资加码发力，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持续扩大，新基建蕴含新机遇，一项项

重 大 工 程 抓 紧 推 进 ，投 资 关 键 作 用 进 一 步 发

挥，为推动经济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

引汉济渭工程三河口水利枢纽工程（2022 年 4 月 19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小
暑
：
即
将
步
入

即
将
步
入
﹃﹃
三
伏
天

三
伏
天
﹄﹄
和
防
汛
关
键

和
防
汛
关
键
期期

暗访暗访：：留下手机号当天接到多个网贷诈骗电话留下手机号当天接到多个网贷诈骗电话

“我们已经为你准备了 40 万贷款的额度，请注意查
收”“无抵押，低利率，快放款”……瞄准一些人“用钱心切”
的心理，诈骗分子在网络上大量发布“黑户可贷”“无审核”
等广告信息，吸引用户上钩。

记者随机进入一个名为“黑户贷”的网站。该网站声
称，“1分钟提交、3分钟到账。不用房车作抵押贷款、从 25

岁到 50 岁都适用。无视黑白，百分百放款”。在网站引导
下，记者留下电话号码，随即该网站弹出一款贷款 App，无
需经应用商店即可点击链接下载。记者又随机登录了十几
个类似网站，也接到了境外电话，要求下载指定贷款 App。

“这些号码均是诈骗电话，切记不要下载软件，不要相信
任何先支付后打款的承诺。”在记者暗访涉诈网贷 App的过
程中，民警通过电话多次发出预警，提醒记者存在被骗风险。

据公安部统计，2021 年以来，60%以上的诈骗都是通
过虚假手机 App 实施。其中，虚假网络贷款 App 诈骗是
主要类型之一。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李小波介绍，虚假网
贷诈骗中，犯罪嫌疑人一般通过网络、电话、短信等方式发布
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在被害人下载安装网贷 App后，冒充
银行、贷款公司工作人员联系被害人，以收取手续费、缴纳
年息、保证金、税款、代办费等为由，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

““李鬼李鬼””式式AppApp迭迭代更新代更新，，多种渠道引流推广多种渠道引流推广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诈骗犯罪分子升级变换作案
手法，网贷诈骗 App打擦边球、迭代更新，欺骗性更强。

——假借知名企业名头行骗。
诈骗分子仿冒京东金融、马上金融、360 借条等平台，

推出大量“李鬼”式 App，以相似标志和产品介绍以假乱
真，以“小额返利”等诱导网民访问下载，进而实施诈骗。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涉诈金融类 App 改头换面频
繁。同一团伙往往通过更换涉诈 App 名称、域名等方式

快速更新换代，有的可能仅存活几天就关闭，过段时间换
个名字卷土重来。

——通过网站封装躲避审核。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受害者根据“指引”下载的涉诈金

融类 App 都是由黑灰产技术人员按照诈骗分子要求封装
的。所谓封装，是将网址、应用名、LOGO、启动图打包形
成一个 App应用包，使网站以 App形式呈现。

业内人士介绍，涉诈贷款网站经过封装，摇身一变成
为涉诈贷款 App，成本极低，令人防不胜防。

——多方引流大量分发。
虚假网贷 App的引流方式，既有搭建虚假贷款网站等

待被害人上钩，也有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群、QQ 群等多种
渠道进行推广；既有面对不特定群体进行广撒网的，也有通
过黑灰产业链条非法购买需贷款人员信息精准诈骗的。

山东警方介绍，诈骗分子还通过冒充快递员推广、在
“宝妈群”发兼职广告、贴吧发广告等方式引流，渠道更多、
频率更高、活跃度更强。

管住涉管住涉诈诈AppApp制作制作、、传播等关键环节传播等关键环节

今年以来，山东、江西、河南、广东等多地警方加强对
虚假网贷 App类诈骗的治理工作。

今年上半年，山东警方破获网贷诈骗类案件同比上升
约 101%。山东省公安厅有关负责人介绍：“针对虚假贷款
诈骗等涉 App 较多的诈骗类型，开展‘扫楼’‘断卡’等专
项行动，打掉了一批在境内从事涉诈 App 开发、引流推广
等为诈骗团伙提供技术支撑的窝点。”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针对虚假网络贷
款类诈骗，加强通信、金融、互联网三方的综合治理仍是关
键，各个行业主管部门应严格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打击虚假网贷 App 制作，要重点关注
参与其中的小微技术公司和个人。“这些小微制作公司，通
常都是搭建 App 的小作坊，认为自己只是在做技术模块，
有打擦边球思想。”

对于虚假网贷 App 推广引流环节，业内建议加强对
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搜索平台、大型社交软件公司的
监管要求，切实加强对广告客户、流量购买者的金融资质
审核，杜绝传播虚假信息。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指出，诈骗分子仿冒投资平
台诱导欺诈网民，让网民遭受严重的财产损失，还可能带
来个人信息泄露，应引起足够关注。广大群众需通过官方
正规渠道下载 App；出现非官方客服联系的情况，要注意
核查对方身份，切勿进行转账操作。App商店等平台应加
强对可供下载 App 的安全性审核，防止虚假 App 浑水摸
鱼，坑害广大网民。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据新华社济南 7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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