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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总体有利 生产持续改善 单产提升见效

2996亿斤！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2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8万吨（2996亿斤），比上年增加
362.7万吨（72.5亿斤），增长2.5%。其
中小麦产量13822万吨（2764亿斤），
比上年增加365.8万吨（73.2亿斤），增
长2.7%。全国夏粮获得丰收。

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1个
产量有所增加，特别是河南上年因灾减
产263.0万吨（52.6亿斤），今年恢复性
增产235.6万吨（47.1亿斤），占全国增
量的65.0%。山东、江苏、安徽、河北等
夏粮主产区分别增产42.4万吨（8.5亿

斤）、23.3 万吨（4.7 亿斤）、18.5 万吨
（3.7亿斤）和14.4万吨（2.9亿斤）。

夏粮播种面积保持稳定，2024年
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613 千公顷
（39920万亩），比上年增加4.5千公顷
（6.8万亩）；夏粮单产有所增加，2024
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 5628.0 公
斤/公顷（375.2公斤/亩），比上年增加
135.4 公斤/公顷（9.0 公斤/亩），增长
2.5%。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分
析，气象条件总体有利、生产条件持续
改善、单产提升工程初见成效，是夏粮

单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各地深入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
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细化小麦
单产提升各项关键要素，积极推广小麦
高产稳产、抗倒抗病品种，落实深翻整
地、适深精播等措施，多措并举提高单
产水平。

“2024年我国夏粮获得丰收，为稳
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扎实基础，为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王贵荣
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14日从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6月份，国
家铁路发送货物3.32亿吨，完成货运周
转量 2665 亿吨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6.1%、5.3%，创历史同期新高。目前，我
国铁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等指标稳居
世界首位，并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在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方面，国铁企
业精心组织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运输，用
好大秦、浩吉、瓦日、唐包、兰新铁路等
主要货运通道，大力开行万吨列车，加
强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疆煤外运组

织。6月份，国家铁路煤炭日均装车
8.35万车、同比增长5.6%，电煤日均装
车5.9万车、同比增长3%，均创历史同
期新高。

此外，国铁企业发挥全国40个铁路
物流中心的作用，推动铁路运输由传统

“站到站”向“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转
变。相关企业大力发展多式联运，研发
了卷钢箱、粮食箱、危货液体罐箱等17
种新箱型，有效推动了公铁联运、海铁
联运高质量发展。6月份，国家铁路集
装箱、商品汽车、冷链货物发送量同比

分别增长18.0%、12.1%、21.2%，均创历
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国铁企业加强
铁路国际合作，持续提升通道运输能力
和重点口岸换装能力，加强班列全程运
行盯控和安全保障，跨境货物运输呈现
量质齐升态势，有力保障了国际供应链
产业链稳定畅通，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
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新动能。6月
份，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719列、发送货
物18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5%、11%；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累计发送278.3 万
吨，同比增长20.7%。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获悉，上海12日签发我国
首张电子口岸签证。

为进一步推动普通签证电子化改
革，提升我国签证管理效能和服务水
平，持续优化我国签证制度体系，国家
移民管理局决定，自即日起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试点签
发电子口岸签证。

当日13时许，来自新加坡的钟先

生乘机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持上
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签发的电子
口岸签证，经边检机关查验确认后入
境。

作为第一位持我国电子口岸签证
入境的外国人，钟先生说：“电子口岸签
证申办和使用都很方便，无需再换发纸
质签证，体验非常不错。”

电子口岸签证签发后，邀请单位登
录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电子政

务平台代为下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
口岸签证确认书》PDF电子文件并发送
至申请人，申请人可将确认书下载保存
在电子设备或自行打印。

电子口岸签证一次入境有效，入境
有效期为15日，停留期不超过30日，入
境口岸为上海所有对外开放口岸，出境
口岸为全国任一对外开放口岸。

电子口岸签证与纸质签证具有相
同法律效力。

据新华社电“是时三伏天，天气热
如汤。”7月15日正式入伏，今年的“三
伏”又是40天。从2015年至2024年，
已连续10年的“三伏”都是40天。

所谓“三伏”，指的是初伏、中伏、末
伏的统称，大约在每年公历7月中旬到
8月中下旬，正好处于小暑与处暑节气
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待到暑退出伏，
早晚才渐有凉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
会理事杨婧介绍，“三伏”的日期是按照
我国古代历法的“干支纪日法”确定
的。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天干由

“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组成，一共10
个；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组成，一共12个。

天干和地支按顺序搭配，天干在
前，地支在后，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
可以不重复地记录60个，俗称“六十甲
子”。当一轮结束后，再从头开始，进行
新一轮的记录，如此循环不绝。由于天
干是10个，所以每隔10天就出现一个
带有“庚”字的日子，称为“庚日”。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从夏至日开始
数起，数到第三个“庚日”就进入初伏。
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10天，中伏则不
固定，有时是10天，有时是20天。为何
中伏会有长有短？杨婧解释说，当夏至
与立秋之间出现4个庚日时，中伏为10
天，出现5个庚日时，中伏为20天。

以今年为例，6月21日夏至，从夏
至日算起，第一个庚日是6月25日（庚
申日），第二个庚日是7月 5日（庚午
日），第三个庚日是7月15日（庚辰日），
第四个庚日是7月25日（庚寅日），第五
个庚日是8月4日（庚子日），8月7日立
秋，所以今年在夏至与立秋之间有5个
庚日，中伏就为20天。而在立秋后的
第一个庚日8月14日（庚戌日）才进入
末伏。

本世纪至今以来，仅有 2004、
2006、2008、2010、2012和2014这6个
年份的“三伏”是30天，其他18个年份
的“三伏”都是40天，其中，2015年至
2024年，更是连续10年的“三伏”都是
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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