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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控可改 谁在制造“甲醛焦虑”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室内甲醛检测乱
象丛生。所谓的检测机构可以随意更改检测
结果，并通过制造“甲醛焦虑”，诱导消费
者购买其“治理”产品，然而经治理后甲醛
的含量也并未达标，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          （据央广网）

  入住新房之前，消费者求助专业的甲醛检测机
构进行检测和治理甲醛，原本是为了追求健康的居
住环境。可本应科学严谨、将消费者生命健康置于
最高处的甲醛检测治理机构，却在利益驱动下弄虚
作假，是可忍，孰不可忍。

  甲醛的检测治理之所以存在如此多的乱象，原
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伴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增
强，甲醛检测治理成了一片消费蓝海，吸引了很多
机构一拥而上。再者，由于这个行业兴起过快，不
可避免存在检测标准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导致
甲醛检测的从业门槛太低，只需要采购仪器和配置
药剂，先检测、再治理，就能大把捞钱。
  事关公众健康安全，甲醛检测和治理容不得丝
毫马虎和纰漏，相关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尽快建立
行业性法规，从机构资质、检测人员专业技术水
平、治理方法及效果等方面设立科学规范的标准，
明确市场准入门槛，严防无资质的机构、人员进入
该行业。同时，要出台规定明确相关机构的从业资
质、业务范围，杜绝同一家机构或企业既检测又治
理、自己给自己当裁判的不当行为，保障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另外，相关主管部门还应该加强日常监

管，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漠视、侵害消费
者健康安全的不法机构、企业，一定要一查到底、
严厉追责、严管重罚，彻底铲除甲醛治理行业弄虚
作假的土壤。
  甲醛检测治理乱象，坑人也害己。在这样的背
景下，优秀的企业若能保持定力、坚守商业道德，
诚信经营、塑造经得起检验监督的口碑和品牌，必
定在服务群众健康中赢得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然，要想真正根除公众的“甲醛焦虑”，还
得从源头入手，国家应该出台更加科学、严格、规
范、有力的室内装修领域的国家标准，通过产业升
级、科学有效监管等举措，推动装修企业使用更加
绿色环保安全的装修材料，减少建筑材料、装修材
料对室内空气的污染，让甲醛超标从“普遍现象”
变成“特殊现象”，才能真正守护人民群众的
健康。

我市分三阶段推进双语标识规范行动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见习记者 肖雪）8
月9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在富华大酒店组织召开新
闻发布会，邀请市委外办负责同志介绍我市重点公
共场所双语标识规范行动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
提问。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提升潍坊国
际形象、优化国际营商环境，深耕国际“朋友
圈”，打造潍坊城市“国际范”，我市出台了《潍

坊市重点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规范行动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本次双语标识规范工作主要分为三个
阶段。全面梳理排查阶段，各区和部门对自设及监管
范围内的公共场所双语标识进行认真排查，将现有的
需整改标识报至市委外办。同时发动市民积极参与，
对生活中所观察到的错误标识及需要新增的双语标识
信息，通过双语标识规范行动随手拍小程序、潍坊文
明网“图片幻灯”专区或新派网“新派新闻”专区的

双语标识规范行动链接等渠道进行反馈。规范整改阶
段，市委外办牵头成立重点公共场所双语标识翻译专
家组，参照国家和省有关英文译写规范，提供规范英
语译文，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各相关部门(单位)，由
各职能部门牵头进行整改。总结检查巩固阶段，由市
委外办牵头，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对检查出的问
题及时进行更改，并引导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参与该项
活动，从而达到巩固目的。

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0.5%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数
据，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0.5%，涨幅处于近年同期较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说，7月
份，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加之部分地区高温降雨天气
影响，全国CPI环比由降转涨，同比涨幅有所扩大。扣
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
为上涨0.3%，高于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平；受上年同期
对比基数走高影响，同比上涨0.4%，保持温和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食品价格由上月同比
下降2.1%转为持平。食品中，猪肉价格上涨20.4%，
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鲜菜和鸡蛋价格分
别由上月下降7.3%和4.4%转为上涨3.3%和0.8%；鲜

果、食用油、牛肉和羊肉价格降幅在4.1%至12.9%之
间，降幅均有收窄。
　　7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7%，涨幅比上
月回落0.1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
0.6%，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走高影响，涨幅回落0.1
个百分点，其中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分别上
涨3.1%和0.8%，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
9.8%和2.6%。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回落
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涨幅回落至5.3%，燃油
小汽车价格降幅扩大至6.3%。
　　受市场需求不足及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
等因素影响，7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
数（PPI）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8%，降幅均与
上月相同。

潍坊港区海上光伏设备作业新模式落地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薛静）近
日，“中发新能60”轮在山东港口渤海湾港潍坊
港区G2泊位完成大型海上光伏设备装船作业并顺
利离泊。这是潍坊港区首次进行同船光伏组装件
和成型设备的一卸一装作业，也是国内首创的
“海进海出”光伏设备作业新模式，标志着潍坊
港区海上光伏项目“海进海出”中转基地正式
运营。

　　据了解，该批设备主要服务于国华海上光伏项
目，1000余套光伏组件将在潍坊港区组装并由此运
输至海上施工区。货物装船后最高点距离甲板14.31
米，船舶侧面受风面积超过500平方米。为保障货
物安全运输，潍坊港区积极参与施工作业、运输船
舶等方案制定讨论，制定安全保障措施，完善全环
节应急保障预案，确保货物全过程作业安全，实现
了港区特殊货物作业“新提升”。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末，我国商业银
行不良贷款余额3.3万亿元，较上季末减少272亿
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56%，较上季末下降0.03
个百分点。
　　数据显示，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
210.8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206.1万亿元，关
注类贷款余额4.8万亿元，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总体稳定。

　　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
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78万亿元，其中单户授
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3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
　　风险抵补能力方面，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
损失准备余额为7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1040亿
元；拨备覆盖率为209.32%，较上季末上升4.78个百
分点；资本充足率为15.53%，较上季末上升0.1个百
分点。商业银行风险抵补能力整体充足。

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降至1.56%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9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6713亿元。
　　按美元计值，2024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941亿美元。
　　“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基本平衡。”国家外
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说，上半年我国
经常账户顺差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
1.1%，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王春英表示，上半年，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
贸易顺差2884亿美元，为历年同期次高值，同比增长
1%；服务贸易收支平稳增长，旅行逆差1032亿美元，
同比增长37%，境外人员来华、居民跨境旅行均有所
增加，带动旅行收入和支出分别增长43%和37%。
　　此外，王春英介绍，上半年，我国对外股权性质
直接投资净流出653亿美元，各类企业积极有序开展
全球化布局；来华股权性质直接投资中，新增资本金
流入408亿美元。双向直接投资平稳有序。

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

顺差6713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9日电 商务部9日发布数据显
示，2024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增长，服
务进出口总额35980.3亿元，同比增长14%。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出口14675.8亿元，
同比增长10.7%；服务进口21304 .5亿元，同比增长
16.4%；服务贸易逆差6628.7亿元。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增长。上半年，知识密集
型服务进出口14176.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知识密
集型服务出口8021.2亿元，同比增长2.1%，增长较快的
领域有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增幅分
别为13.8%、13.1%；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6155亿元，同比
增长6%，增长较快的领域有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
他商业服务，增幅分别为42.6%、14.9%。
　　旅行服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上半年，旅行服务进
出口9617.1亿元，同比增长47.7%，为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

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