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经济日报讯（曾雨轩 记者 李洋）7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召开2025年上
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上半年，全省生产需求稳定增长，就业
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民生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其中，上半年，四川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8779元，同比名义增长5.6%，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8%。

夏收粮食稳产丰收。2025年四川夏粮播种
面积 1703.2万亩，比上年增长 0.6%；单产 279.6
公斤/亩，比上年增长 1.8%；总产 476.2万吨，比
上年增长 2.4%。其中，小麦播种面积 914.0 万
亩，增长 0.9%；单产 313.2 公斤/亩，增长 2.8%；
产量286.3万吨，增长3.7%。

畜牧业生产保持平稳。上半年，四川生猪出
栏 3080.4万头，同比增长 1.0%，猪肉产量 243.8
万吨，同比增长 3.1%。二季度末，四川生猪存栏
3728.0万头，同比下降 1.3%。2025年上半年，四

川猪牛羊禽肉产量313.7万吨，较上年同期增加
4.7万吨，增长1.5%。

居民收入消费平稳增长。上半年，四川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779 元，同比名义增长
5.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8%。从收入来
源看，四川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
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 6.4%、5.3%、
5.8%，人均财产净收入同比下降 0.3%。按常住
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489 元，同
比名义增长 4.8%，实际增长 4.9%。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12061 元，同比名义增长 6.0%，
实际增长 6.4%。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
的 2.14 下降为 2.11，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
继续缩小。

上半年，四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208元，
同比名义增长 6.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4%。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5401 元，同比名义增长 5.5%，实际增长 5.6%；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010元，同比名义增长
6.5%，实际增长6.9%。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核心 CPI 上涨。
上半年，四川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下降
0.2%，降幅比上年同期收窄 0.1 个百分点。分
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与上年同期持平、衣着
价格上涨 0.4%、居住价格下降 0.3%、生活用品
及服务价格上涨 0.1%、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3.3%、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5%、医疗保健
价格上涨 0.3%、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9%。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
比上涨 0.3%。

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下降。上半年，四川工
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下降 2.8%，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IPI）同比下降3.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上半年，四川城镇调查
失业率平均值为 5.3%，与上年同期持平。6 月
份，四川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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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全方位、全周期服务四川企业

企业直通服务专线

96999
扫码进入四川省“企业之家”线上诉求服务平台

公益广告

加强与6个结对帮扶县产业“联姻”

德阳市举行产业合作推介活动

四川经济日报德阳讯（记者 闫新宇）7月 12
至 14日，以“结对帮扶一家亲·产业对接促振兴”
为主题的德阳市结对帮扶产业合作推介活动在德
阳文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来自 6个结对帮扶县
的相关负责同志、50 余家企业代表以及本地企
业、金融机构、媒体代表参会。

据悉，自 2012年省内对口帮扶启动以来，德
阳同6个县一起，携手走过了一段风雨同行、守望
相助的难忘之旅。近年来，德阳始终把产业帮扶作
为关键之举和长远之计，大力推进文旅产业、种植
养殖业和园区建设，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端
上了“生态碗”、吃上了“旅游饭”，有效激活了受扶
地县域发展的“一池春水”。6个县拥有优质的农
牧产品、富集的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的文旅资源，
通过“绿色食材+德阳加工”“光热资源+德阳装
备”“旅游资源+共同开发”等方式，找到优势互补
的契合点、携手前行的切入点、互利共赢的着力
点，实现互利共赢。

本次活动共分为好物展示——名优产品展销、
好业同兴——共谋产业发展、好客德阳——特色产
业考察三个阶段进行。名优产品展销环节，6个县对
特色名优产品进行了展览展销。共谋产业发展环
节，受扶地企业与德阳本地企业进行了交流互动，
洽谈商务合作；帮扶企业代表讲述结对帮扶故事；
阿坝县、若尔盖县、越西县、金阳县、喜德县、甘洛县
等受扶地推介产业发展情况及合作需求。

当火锅的麻辣鲜香遇上生物发酵的醇厚底
蕴，四川武胜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正书写着“舌
尖上的产业传奇”。

近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发布 2025年
度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其中，由
广安市武胜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精心组织培育申
报的武胜生物发酵火锅底料产业集群成功入
选。与此同时，椒上飞调味品项目的签约落子，
犹如一勺滚烫的牛油，为武胜的餐饮产业链再
添“火辣”动能。

然而，这不是简单的产业升级。从为重庆火
锅代工的“幕后英雄”，到打造自主 IP的“武胜味
道”，这里用万亩辣椒基地的赤红、智能车间的
金属冷光、火锅庄园的霓虹夜色，调制出一锅

“三产融合”的沸腾盛宴。

一纸省级认证背后的产业底气

在武胜火锅产业园，毛哥食品、丰恒食品等
50余家农产品加工企业的生产线上一片繁忙。放
眼望去，这里每年产出5万吨火锅牛油、2万吨植
物油，拥有全国最大的乳酸菌泡菜基地（年产10
万吨）和占全国40%市场份额的发热包生产基地。

这些数字，正是武胜拿下“省级中小企业特
色产业集群”称号的硬实力。

根据认定标准，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需
要在县级区划范围内形成主导产业聚焦、创新
机制完善的产业生态。对此，武胜县经济和信息
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以“园区+基地+企
业”模式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形成了从原料种
植、底料发酵到冷链物流的完整生态圈。

数据印证，2022 年—2024 年，集群总产值
从 31.32 亿 元 增 至 39.17 亿 元 ，年 均 增 长 了
13.78%，主导产业产值占比超 91%。对此，武胜
县经济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不仅是
荣誉，更是责任。”集群认定有效期为3年，武胜
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在广安市武胜县与成都九品红食品有限公
司举行的椒上飞调味品生产项目签约仪式现
场，椒上飞项目负责人说：“我们投资1.5亿元建
设的智能化车间，将填补武胜复合调味品细分
领域的空白。”该项目预计年产值超 3亿元，与
唐恩食品、毛哥食品等形成“火锅底料+麻辣调
味+预制食材”的黄金组合。

更令人振奋的是，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2024年上半年，武胜引进弘朗食品等 3个补链
项目，协议资金达 12亿元。其中，投资 6亿元的
柚香谷项目与园区老牌企业雪花啤酒形成“火
锅配酒”的王炸组合，进一步丰富了产业生态。
截至目前，园区已实现预制菜年产值 12亿元，
培育规上企业4家，构建起多元化的产品矩阵。

一条产业链上的创新密码

走进武胜县科技部门的一间会议室，墙上
挂着的专利证书格外醒目。这些证书背后，是集
群联合四川省食品研究设计院、西华大学等科
研机构共建的4个市级技术中心。

“仅 2024年就转化应用了乳酸菌发酵工艺
等 6项关键技术，与重庆火锅协会共建的人才
培训基地每年输送 200余名专业技术人才。”工
作人员介绍道。

然而，创新不仅发生在实验室。在丰恒食品
的生产车间，新引进的蒸汽炒制耦合焖制生香
工艺使能源利用率提升了 25%，减排二氧化碳
达25%以上。

企业负责人算了一笔账：“这条智能化生产
线改造后，每年节省的能源成本就超过百万
元。”目前，集群内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4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15家，这些创新主体为产
业升级提供了持续动力。

与此同时，智能化转型正在重塑产业形态。
在华润雪花啤酒的智能车间，430余个探头、传
感器对生产参数进行24小时监控，AI视频巡检
系统实时预警异常情况。

而唐恩食品新建的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
生产车间采用了国际领先的自动化生产线。据
该公司生产车间负责人谢小冬介绍：“从内包装
到外包装，一包酸菜完成从传统风味到现代商
品的转换，全程智能化、自动化。”目前，生产线
已实现 98%的自动化，年预计生产泡酸菜 5 万
吨，产值突破3亿元。

品牌建设同样体现着创新思维。武胜不仅
打造了“重庆火锅武胜造”区域公共品牌，还培
育出“毛哥”“味巴食”等4个自有品牌。走进“香
美武胜”特产展销馆里，客商正在品尝着最新研
发的风味火锅底料。据悉，集群企业已主持参与
制定团体标准 9项，“武胜造”火锅产品远销海
外，初步形成立体化的品牌体系。

一张蓝图绘就的味觉经济

在武胜县政府的产业规划图上，到 2027年

的发展目标清晰可见：集群总产值突破 50 亿
元，培育年产值超10亿元的龙头企业2家，新增
规上企业 10家。为实现这一目标，当地正在推
进智慧物流园区建设，规划中的省级食品研发
中心已完成选址。

“我们不仅要做好火锅底料，更要讲好武胜
故事。”武胜县招商部门负责人介绍，正在建设
的预制菜产业园将整合周边农产品资源，开发
系列方便食品。

数据显示，2024年武胜预制菜年产值已突
破 12 亿元，新培育规上企业 4 家。随着消费升
级，健康调味品、即食食品等新业态正在这里蓬
勃发展。

产业链协同效应日益凸显。唐恩食品的
发酵工艺可应用于火锅底料生产；而柚香谷
的香柚饮品则与火锅产业形成“辣与甜”的味
觉组合，创新推出的宋柚气泡鸡尾酒更是拓
展了餐饮场景。武胜县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种
跨产业的协同创新正是“武胜味道”的核心竞
争力。

从唐恩食品的生物发酵技术，到柚香谷的
水果深加工；从传统火锅底料到健康预制菜，武
胜餐饮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升级。正
如业内专家所言，武胜的成功在于找准了细分
赛道，用产业链思维实现了差异化竞争。

在这片飘香的土地上，“武胜味道”的品
牌故事才刚刚开始书写。随着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深入推进，武胜正以其独特的
产业生态，向着“川渝中心厨房”的目标稳步
迈进。

夏俊林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何金委

生物发酵火锅底料集群问鼎“省级特色”

武胜县“烹”出火锅全产业链发展新味道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记者 张晓洁 潘
洁）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初步核算，上半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60536亿元，按不
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国民经济顶住压
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当日在国新办新
闻发布会上说，分季度看，一季度GDP同比增
长 5.4%，二季度增长 5.2%。从环比看，二季度
GDP增长1.1%。

夏粮稳产丰收，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
业增势良好，服务业增长加快。上半年，农业（种
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全国夏粮总产量
14974万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5%，增速分别快于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3.8和 3.1个百分点；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5.5%，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
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扩
大。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45458亿元，
同比增长5%，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48654亿元，同比增
长2.8%；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6.6%。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 217876 亿元，同比增
长 2.9%。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7.3%，占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为 57.3%，比上年同期提高 2.3个百
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平稳，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
下降 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
同比上涨 0.4%，比一季度扩大 0.1个百分点；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比一季度下
降0.1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1840元，同比名义增长5.3%，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

“总的来看，上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
策发力显效，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回升
向好基础仍需加力巩固。”盛来运说，下阶段，要
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坚定不移
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以高质
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推动经济
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5.3%

上半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79元

上半年
四川完成水利投资352亿元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刘婕）7月14日，记者
从四川省水利厅2025年半年工作会议上获悉，截
至 6 月底，我省多渠道筹集各类水利资金 510 亿
元，全省完成水利投资 352亿元、进入全国前六，
同比增长 13%，成功实现“双过半”目标。目前，全
省在建水利项目 2425个、总投资规模 3008亿元，
二季度以来水利建设全面提速，形成了更多的实
物工作量、带动了更大的投资效益，为全省经济发
展作出了水利贡献。

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我省水利建设工程取
得重要进展，捷报频传，向家坝灌区一期一步工程
通水、成都三坝水库初步设计通过水规总院审查，
蓬溪船山灌区、巴州区天星桥水库等 5处大中型
工程全面建成，东坡区穆家沟水库、石渠县洛须引
水工程等170余处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在水利保障民生方面，今年上半年，全省圆满
完成春灌供水任务，栽插水稻面积达2779万亩。其
中，水利工程保栽插2127万亩、超计划17万亩。全
省水利工程蓄水72.39亿立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
2.62亿立方米，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水源保障。

根据部署，四川将力争尽早开工引大济岷、都
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3处大型工程和老鹰嘴水
库等 8处中型工程，加快建设 55处续建大中型项
目，强力推进武引二期等一批重大工程扫尾验收。

据悉，我省谋划储备水利项目 4400余个、总
投资规模约8700亿元，其中遴选上报“十五五”规
划重大项目 267个，总投资规模 6580亿元；“十五
五”期间预计完成水利投资3500亿元以上，较“十
四五”增长25%。

工业和信息化部
拟制定移动电源强制性国家标准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5日了解到，工业和信息
化部目前正在公开征集对《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
范》等制修订计划项目的意见。本次拟制定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将对包括充电宝在内的移动电源设置
更严格的技术标准。

近年来，移动电源行业呈现出较为迅速的发
展趋势。与此同时，移动电源安全事故频发，严重
威胁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制定强制性国家
标准，明确安全保护、电池特殊安全要求及材料、
生产过程及关键工艺等要求，从源头上降低事故
风险，遏制劣质产品泛滥、淘汰低质产能，从源头
降低产品安全隐患。

本次拟制定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包括一般要
求、产品标识等基本要求，移动电源的过充电保
护、过放电保护、短路保护、过载、误操作、循环后
跌落、智能管理等要求，锂离子电池的过充电、挤
压、热滥用、针刺等特殊要求，锂离子电池关键材
料，以及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的生产过程及关键
工艺要求。

四川经济日报攀枝花讯（记者
徐杨）7月中旬，火把节的熊熊火焰为
攀枝花“爽爽夏季”再添一把“火”。7
月11日起，2025年盐边县少数民族火
把节分会场相继在红果彝族乡、温泉
彝族乡“点燃”；7月16日，主会场活动
在格萨拉彝族乡正式“盛放”，共富集
市、朵洛荷表演、摔跤斗鸡斗羊、毕摩
祈福送火、群众运动会等十余项活动
轮番上演。

据介绍，2025年盐边县少数民族
火把节以“各族群众心连心 携手奋进
共富路”为主题，主会场设在盐边县格
萨拉彝族乡火把广场，活动场景包括
共富集市、文化展演、传统竞技、乡村
振兴四大板块，致力于打造“文旅+活
动+产业”的立体化传统节日模式，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清凉、激情
又饱含当地民族文化特色的节日盛会。

为办好此次火把节活动，盐边县
成立了活动组织机构，全县多个部门
和乡镇共同参与，明确保障服务措施，
并提前推出了火把节相关游玩攻略、
交通指南等，确保游客游得舒心、玩得
开心、吃得放心。

2025年盐边县少数民族火把节主会场活动今日“点燃”

摔跤（东影数字电影供图）

四川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
全流程线上办理

四川经济日报讯（记者 李霁玥）7月15日，
记者从四川省税务局获悉，四川税务部门创新
推出的“码上退”线上服务模式已正式上线，市
民可通过二维码小程序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
退”全流程线上办理。目前，该服务已在成都太
古里、银泰商场及德阳三星堆等商圈和景区十
余家退税商店落地，为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
提供新选择。

“‘码上退’是我们为进一步扩大‘即买即
退’服务覆盖面、优化旅客退税体验而推出的
创新举措。”四川省税务局出口退税服务和管理
局副局长李晓雪介绍，“码上退”小程序依托图
文识别、规则校验、自动抓取等技术，将退税申
请、预付退税金、海关验核等全流程搬至线上。

作为轻应用小程序，“码上退”无需下载
注册，旅客购物后仅需拍照上传证件票据和
签字确认等简单操作，系统即可自动识别校
验证照信息，旅客在线签署协议书及预授权，
后台审核比对无误后，预付金即时到账。在约
定时间境外旅客离境接受海关验核，系统自
动反馈结果并办结，真正实现“指尖退税、全
程无忧”。

李晓雪表示，四川税务将进一步提升“码上
退”服务的简捷度、便利度和友好度，推动在全
省更多核心商圈、旅游景区、特色街区的退税商
店上线，持续扩大“码上退”覆盖范围，为境外旅
客提供良好的旅行购物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