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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前三季度生产总值68125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10月23日上午，山东省政府新闻
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前三季度全省经济社会运行
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前三季度全
省生产总值6812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688亿元，增长4.3%；
第二产业增加值26495亿元，增长6.5%；第三产业增加
值36942亿元，增长6.0%。
　　前三季度，山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819.1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9%，增速比上半
年、一季度分别提高0.6、1.0个百分点。秋粮稳产丰
收，蔬菜瓜果实现“三增”。蔬菜、瓜果产量均增长
3.4%。畜牧业形势好转。生猪出栏扭转下滑势头，同
比增长1.1%，家禽养殖规模扩大，出栏增长10.8%，肉
蛋奶产品供给充足。渔业生产增速加快，水产品产量
同比增长5.8%，高于上半年0.7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5%。分产业
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8%；第二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14.6%；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分重点领域
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6.1%，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为
23 . 3%，同比提升3 . 8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

11.6%，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
其中，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8.7%，比上半年提
高0.4个百分点。分经营单位所在地看，城镇市场实
现零售额21551.6亿元，增长8.1%；乡村市场实现零售
额4081.9亿元，增长8.9%。分消费类型看，商品零售
22559.7亿元，增长6.9%；餐饮收入3073.8亿元，增长
19.4%。分商品类别看，基本生活类和出行类商品销
售向好。前三季度，基本生活类商品中，食品饮料烟
酒、日用品、中西药品类商品销售稳定，零售额分别
增长11.0%、13.0%、11.7%。出行类商品中，汽车、石
油及制品类零售额分别增长8.0%、9.0%。
  前三季度，货物进出口总值24134.0亿元，同比增
长2.5%。其中，出口14365.8亿元，增长2.5%；进口
9768.2亿元，增长2.5%。9月当月，进出口增长10.3%，
其中出口增长8.1%，进口增长13.4%。贸易结构持续优
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2.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65.4%。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1%，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46.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5.0%，占
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2%，占比提升1.3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97.5万人，同比增
长2.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567元，同比增长
6.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039元，增长
5.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97元，增长7.4%。
前三季度，CPI同比上涨0.3%，其中，城市上涨0.4%，
农村持平。前三季度，全省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53.2亿元，同比增长5.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263.3
亿元，增长1.8%。金融支持不断加强。截至9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8379.5亿元，同比增
长9.7%；贷款余额136744.9亿元，同比增长11.4%。
　　今年前三季度，山东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呈现主
要指标运行平稳、质量效益有了新的提升、重点产业
齐头并进、社会民生持续改善等特点。下一步，山东
将把开展主题教育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创造性体现在
坚定信心、凝心聚力上，体现在“高效办成一件
事”，加强政企沟通交流，大力提高行政效能上，全
力以赴做好四季度各项工作。稳扎稳打，踏踏实实，
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优环境、防风险，不断提
高发展质量，保持经济合理增速，确保实现全年目标
任务。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流浪动物的新闻堪称
“魔幻现实主义”。一面是流浪狗群野化，昔日
温顺的宠物犬成为令人恐惧的恶犬，引发多起伤
人事件；一面是缺乏人道主义的扑杀，一些满怀
“廉价爱心”的网友们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开始
指指点点，让流浪动物处置又陷入了“两难境
地”。
  流浪动物的管理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不少
城市的治理顽疾。一个避不开的现实是，很多地
方目前没有建设成体系的流浪动物救助站，即便
有相关设施，也多为民间爱心人士建立，没有完
善的管理机制。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资金短
缺、噪声扰民甚至捐赠资金使用不透明的问题。
近期，各地陆续出现加强犬只管理的相关举措，
从措辞上看不可谓不严厉。但这些措施的持续性
和执行情况究竟会如何，依然需要时间检验。
  事实上，管理流浪动物仅靠爱心是远远不够
的，靠个人一己之力收养并非长久之计。流浪动
物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牵涉登记、检疫、救助等
多个环节，考验着社会精细化管理的能力与水
平。这就需要建立“一盘棋”工作大格局，通过
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完善联动机制，给流浪动
物打造一处温暖避风港。与此同时，也应加强养
宠行为管理，通过植入电子芯片、建立电子档案
等方式，规范约束养宠人，最大程度上杜绝随意
弃养、散养、不打疫苗、不拴绳遛狗等不负责任
的行为。
  流浪动物“止殇”，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既要倡导大众树立文明养宠的责任意识，也
要获取大家对流浪动物管理的信赖与支持。以坚
定有力的态度建章立制、落实举措，才能让城市
成为安全、温暖、文明的大家庭。

  10月20日，网传辽宁广告职业学院一保
安将校园内的流浪狗吊死。10月21日，该校发
布通报称，近日，网传学校一名安保人员驱
赶处置流浪狗事件引发关注，经学校调查核
实，情况属实。经查，学校一名安保人员在
驱赶处置流浪狗时，工作严重失当，导致流
浪狗死亡，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目前，学校
已对涉事安保人员予以辞退处理，对部门负责
人追究管理责任。    （据澎湃新闻）

处置流浪动物
要“管”也要“爱”

□本报评论员 薛静

  10月21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稻庄镇西杜
村的田地里，农民驾驶收割机收获大豆（无人机照
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获
悉，23日上午7时39分，2023年我国第1000亿件快件
产生，比2022年达到千亿件提前39天，彰显我国经
济持续向好的强劲动力。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自
3月起，单月快递量超百亿件，月均业务收入超900
亿元，创历史新高。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快递管理处处长杨飞
说，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供需两方面的共同发
力。在需求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消
费市场不断复苏，宏观经济向好的态势极大释放行
业的发展动能，有效带动行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在
供给侧，行业城乡发展更加均衡，区域差异有所缩
小，设施建设更加完善。通过“快递进村”工程的
实施，快递企业在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完善网络，
消费品下乡进村、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渠道更加畅
通。在提高国内运输、分拣整体效能的同时，行业

还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持续完善境外枢
纽、海外仓布局。
　　邮政快递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具
有联系千家万户、连接千城百业、连通线上线下的
显著特点，是经济发展与消费活力的“晴雨表”，
在促进消费、服务乡村振兴、服务制造业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
　　国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数据管理处副处长
许良锋表示，基于快递大数据平台分析，行业运行
处于高位发展态势。随着行业基础设施布局日趋完
善，以及数字化、自动化技术不断推广应用，中西
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持续增长。时效方面也有提升，
三天内的妥投率明显提高。从数据来看，农村方向
的双向流动速度加快，更多农产品通过快递销往全
国各地。
　　今年第1000亿件快件从京东亚洲一号青岛物流
园发出，是青岛一位消费者23日早晨网购的羽绒服。

2023年我国快递业务量
比去年提前39天达千亿件

  新华社北京10月23日电 今年我国秋粮面积稳
中有增，除局部受灾外，大部分地区光温水匹配较
好，总体呈增产态势。全年粮食产量有望再创历史
新高，连续9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这是记者从23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的消息。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10月22日，全国
秋粮已收81.3%。“从专家田间测产，各地实打实
收的情况看，全国绝大部分省份是增产的，个别省
份因灾减产，有增有减，增的明显比减的多，算大
账今年秋粮是增产年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
司司长潘文博说。
　　据潘文博介绍，今年秋粮面积增加，奠定了秋
粮增产基础。预计今年秋粮面积13.1亿亩，比上年
增加了700多万亩。其中有的是经济作物改种粮
食，有的是间套复种提高复种指数，有的是整改复
耕，有的是增水增地种粮。“今年高产作物玉米面
积增加也比较多，预计增加1300多万亩，相应的杂
粮杂豆等低产作物的面积就减了，这两类作物亩产
相差500斤左右。”
　　同时，大面积单产提升效果初显。年初农业农
村部启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今
年重点在200个玉米大县、100个大豆大县整建制推
进单产提升，从耕种管收、地种药肥全环节找差
距，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
　　据介绍，各地农业农村部门重点抓好玉米大豆
的种植密度问题，选育耐密品种，配套高性能播种
机，精准水肥调控，及时病虫防控，加上中后期大面
积实施了秋粮“一喷多促”，单产提升的效果明显。

　　“专家测算，300个重点县单产提升对粮食丰收
的贡献率达到了73%，这有效地对冲了洪涝、干旱等
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潘文博说，今年的天气总
体是帮忙的，虽然局部灾害较重，但多数主产区雨水
调和、光热充足，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
　　目前，北方秋收进入扫尾阶段，南方晚稻、晚
秋作物还没有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
根据作物成熟时间调度好机具，抢时抢晴收获，及
时烘干晾晒，确保颗粒归仓。

今年我国秋粮总体呈增产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