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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官网发布2025年一
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179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5.5%，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6%。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87元，增长（以
下如无特别说明，均为同比名义增长）
4.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5.0%；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7003 元，增长 6.2%，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5%。一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9939元，
增长5.0%，中位数是平均数的81.6%。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7681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5.2%，扣除价格
因素影响，实际增长 5.3%。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363 元，增长 4.7%，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8%；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5333 元，增长 5.6%，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5.9%。（来源：南方网）

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12179元
实际增长5.6%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洪志豪

本报讯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
局价格监测中心获悉，3月份，我
市市场各类主要民生商品供应充
足、需求稳定，价格环比以降为
主。

畜类价格普遍小幅下降

3 月份，纳入监测的排骨、精
瘦肉、有皮上肉、肋条肉、牛肉、腱
子肉、牛腩、带骨羊肉平均零售价
格每500克分别为27.75元、19.58
元、12.21 元、12.61 元、39.46 元、
41.24 元、36.78 元、42.65 元，环比
分别下降 3.78%、3.36%、7.22%、
8.36% 、2.13% 、1.01% 、1.18% 、
2.47%。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受节日
效应减退的影响，我市畜类价格
普遍小幅下降：一是季节性消费
回落。春节过后，肉类消费将进
入传统淡季，牛羊肉价格进入季
节性下降通道。二是猪肉、禽肉、
禽蛋等价格均处于低位，牛羊肉
部分消费可能会被其他禽畜产品
替代。随着节日效应减退，预计
后期牛羊肉需求有所减弱，价格
或偏弱震荡。

禽蛋类价格偏弱运行

3 月份，我市禽蛋供应充足、
需求稳定，禽蛋类价格偏弱运
行。纳入监测的白条鸡肉、鸭肉、
鸡蛋、咸鸭蛋、鸭蛋每 500克价格

分别为 22.75 元、18.43 元、6.91
元、9.6元、7.99元，环比分别下降
1.22% 、0.97% 、2.95% 、0.62% 、
0.87%。

水产品价格总体呈降

3 月份，我市水产品市场供
应充足、需求有所减弱，纳入监测
的 25 种水产品价格呈“24 降 1
平”态势。其中带鱼、黄花鱼、马
鲛鱼、金鲳鱼、海鲈鱼、红三（金
线）、草鱼、鲢鱼、鲫鱼、鳙鱼（大）、
淡水鲈鱼、罗非鱼、生鱼、海虾、基
围虾、南美对虾、濑尿虾、九节虾、
罗氏虾、花蟹、梭子蟹、青蟹、带壳
生蚝、带壳扇贝、鱿鱼平均零售价
格每500克分别为22.69元、21.31
元、27.69 元、20.46 元、20.25 元、
26.88 元、10.19 元、8.76 元、10.7
元、10.18 元、21.08 元、7.58 元、
15.59 元、54.35 元、35.39 元、32
元、36.77 元、61.9 元、54.74 元、
55.78 元、65 元、57.26 元、12.81
元、17.36 元、35.39 元，其中环比
降幅最大的是海虾，下降8.75%。

蔬菜价格总体微升

3 月份，纳入监测的 30 种蔬
菜（含叶菜类和非叶菜类）价格呈

“13 升 16 降 1 平”态势，每 500 克
综合平均零售价格为 4.03 元，环
比上升 0.25%。其中环比升幅最
大的是苦瓜，上升11.06%。

该中心负责人表示，3 月份，
我市蔬菜供需较为平衡，蔬菜价

格总体变化不大。今年春季蔬菜
的供应状况总体上较好，后期若
不出现极端天气，蔬菜价格或小
幅下降。

粮油需求平稳

3 月份，粮食、食用油市场供

应充足、需求平稳，粮食价格稳
定，食用油价格以降为主。纳入
监测的丝苗米、珍珠米、油粘米、
面粉每 500 克价格分别为 3.16
元、3.07 元、3.13 元、3.22 元，环比
均持平。

本地花生油每桶（5L）价格

分 别 为 127.97 元 ，环 比 下 降
0.78%。

干货价格小幅下降

3 月份，我市生姜、蒜头每
500 克价格分别为 7.25 元、7.71
元，环比分别下降0.14%、0.52%。

受节日效应减退影响

3月份我市主要民生商品价格以降为主

制图:邹慧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卢荣武

本报讯 自纳入国家“药食同
源”目录后，茂名化州化橘红产业
打开了发展新空间，正朝着千亿
级产业规模迈进。

产业发展离不开“金融活水”
的灌溉。一直以来，农行茂名分
行秉承着服务“三农”的初心使
命，从量身定制农业贷款产品，到
打造独具特色的“化橘红产业链
银行”，持续为化橘红产业发展提
供金融支持，助力产业迈上发展
新高地。至 2024年末，茂名农行
支持化橘红全产业链贷款余额近
10亿元，服务客户数超3000户。

种植户受益“惠农e贷”
增收致富

走进化州市平定镇红榄村委
会，尤盛彪正拿着农具在清理杂
草。“现在我种植有 20 多亩化橘
红，今年的化橘红树木长势非常
好。多亏农行的支持，为我提供
了信用贷款，化橘红的化肥钱终
于有着落了。”尤盛彪高兴地对农
行工作人员说道。

为解决化橘红种植户缺乏抵
押物、种植期限长的问题，农行茂
名分行充分利用“惠农 e贷”信用
额度高、贷款期限长的特点，组织
服务乡村振兴团队进村入户开展

“走进橘农”活动，坚持进村入户，
走到种植户身边、深入田间地头，
了解化橘红产业发展，共同商讨
破解化橘红产业发展融资难问
题。2024 年，农行服务乡村振兴

团队累计进村服务 200 多次，发
放4200多万元“惠农 e贷”信用贷
款支持化橘红种植户，助力化橘
红成为“致富果”。

“目前，化州市化橘红种植面
积超13万亩，我行将持续聚焦化
橘红种植户，坚持政策倾斜、服务
升温，不断提质增效，助力化橘红
产业‘漫山绽放’。”农行茂名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

定制“化橘红商户贷”
破解“融资难”

据了解，化州市化橘红年产
鲜果 6 万余吨，干果 1.2 万余吨，
全产业链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
从业人员超过 35 万人。在庞大
的产业链下，化橘红商户发挥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素有“钛矿之乡”“化橘红之
乡”美誉的平定镇，随处可见化橘
红加工或售卖的招牌，谢广生就
在此处经营着化州市橘廷化橘红
有限公司，他是“化橘红商户贷”
受益者之一。“我平时周转资金需
要 10 多万元，一旦缺乏资金，向
别人借款又难，现在有了‘化橘红
商户贷’，我再也不用担心资金不
足问题了。”谢广生对农行“化橘
红商户贷”产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目前，农行茂名分行立足地
方产业资源优势，深入开展特色
产业客群服务，持续加大特色农
业产业挖潜力度，已累计建立荔
枝、水产品、家装、农资等10个专
业客群，投放金额10.7亿元，惠及
商户1090户。

“到家式”金融服务陪
伴企业成长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
司以橘红生果、橘红干果和橘红
花作为原料，加工成干果、固体饮
料、含片、颗粒、橘红茶、橘红花茶
等产品，是“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
企业”，其负责人李锋是化州化橘

红李氏橘园第24代传人、广东省
化橘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
农行茂名分行从 2020年开始，陆
续为该公司提供信贷支持，从单
笔300万元逐步提升至500万元，
及时有效缓解企业的资金需求，
与企业共同成长。

“在我资金周转不足时候，我
总是第一时间想到农行，我申请的

500万元‘乡村产业发展贷’很顺利
发放了。”李锋说，农行工作人员一
直与合作企业保持联系，如遇资金
困难，总是第一时间上门，为其制
定专项金融服务方案，为加工化橘
红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据统计，2024 年，农行通过
“走进企业”专项行动提供“到家
式”金融服务企业超200家。

链上发力，助化橘红产业向高攀登

茂名农行服务“百千万工程”不遗余力

▲茂名农行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向化橘红商户宣传金融知识。
通讯员 史杰铭 摄

▶化州化橘红药材发展有限公司的化橘红生产车间。
通讯员 卢敬邦 摄

本报综合消息“各项存量政
策和增量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我
国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发展态势
向新向好，外贸顶压前行，实现规
模增长、质量提升。今年一季度，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10.3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3%。”在 4 月 14 日
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说。

进出口增速逐月回升，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

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6.13万亿元，增长6.9%；进口4.17
万亿元，下降6%。王令浚介绍了
4方面特点：

一是进出口增速逐月回升。
一季度，我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
同期新高，连续 8 个季度超 10 万
亿元。

二是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
升。一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
口 5.85 万亿元，增长 5.8%，占我
国进出口总值的 56.8%，较去年
同期提升2.4个百分点。同期，外
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2.99 万亿元，
增长0.4%，占进出口总值的29%。

三是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一季度，
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
口 5.26 万亿元，增长 2.2%，高出
整体0.9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
的 51.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
1.71万亿元，增长7.1%。

四是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较
快。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机电产
品 5.29 万亿元，增长 7.7%。其
中，家用电器、笔记本电脑、电子
元件等出口增长较快，自动数据
处理设备零部件、船舶和海洋工
程装备等进口增长较快。

“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地缘政治
紧张因素依然较多的情况下，我
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实现平稳增
长，发展的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王令浚说。

出口展现较强韧性，进
口增长空间巨大

先看出口。“一季度，我国出
口规模突破 6 万亿元，实现 6.9%
的较快增长，在压力下展现了较
强的韧性。”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分析，
韧性表现在需求、创新和竞争力

等方面。
国际市场需求方面，一季度，

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均值是
49.9%，高于去年四季度，也高于
去年同期。其中，亚洲、非洲3月
份的制造业均在扩张期间。海关
数据显示，我国对上述地区出口
分别增长 7.8%、12.5%，增速均高
于整体。一季度，我国对 1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实现了增
长。

国内产业创新方面，中国制
造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动
能强劲。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出
口连续 4 年保持增长势头，一季
度继续增长 10.8%；专用装备出
口连续 9 年增长，一季度增长
16.2%。

此外，广大外贸经营主体快速
响应全球市场的多样化需求，不断
推出“新品”“潮品”。一季度，我国
对欧盟出口体育用品、对东南亚出
口化妆品都是两位数增长。

“我国出口确实面临复杂严
峻的外部形势，但是‘天塌不下来
’。近年来，我国积极构建多元化
市场，深化与各方的产业链供应
链合作，不仅赋能了对方发展，也

增强了自身韧性。中国内需市场
广阔，是重要的大后方。我们将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自身
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吕大良说。

再看进口。“一季度进口增速
下降，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吕大良介绍，不同商品进
口有升有降。其中，受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一季度，我
国铁矿砂和煤炭的进口均价跌幅
都超过了两成，原油、大豆的进口
均 价 也 分 别 下 跌 了 5.7% 和
16.6%，这些价格因素影响整体进
口增速2.6个百分点。此外，跟去
年相比，今年一季度少了 2 个工
作日，也影响进口增速约 2 个百
分点。

部分领域进口出现较快增
长。比如，国内工业生产较快增
长，带动相关行业关键零部件和高
技术装备进口普遍增长。一季度，
我国进口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零
部件、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分别增
长了 95.6%和 52.5%。又如，消费
市场平稳向好，带动消费品进口增
加。一季度，部分民生商品进口增
加，食用油进口值增长12.1%，干鲜

瓜果进口量增加8.3%。
“我国已连续 16年保持全球

进口第二大国的地位，年均增速
达 5.4%，全球进口份额也从 7.9%
稳步提升到 10.5%。当前和未来
一段时间，进口增长空间巨大，中
国大市场始终是世界的大机遇。”
吕大良说。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各国开展互利
共赢的经贸合作

“近期，美国政府滥施关税，
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包括中美在内
的贸易造成负面影响。中国第一
时间坚决实施必要的反制措施，
这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
益，也是为了捍卫国际贸易规则
和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将坚定不
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
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王令
浚表示，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
义没有出路。美国政府所作所为
已经引起全球普遍反对，中方已
经坚决采取反制措施，并将与各
方一道继续共同反对美国关税霸
凌霸道行为，共同捍卫多边贸易
体制和经济全球化。

我国外贸规模连续8个季度超10万亿元

■文/图 记者 邹慧 通讯员 董天忠 张兴堡

本报讯 近年来，化州市南盛街道深入
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部署，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路径，将小小的圣
女果培育成了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
兴的大产业（如上图）。

南盛街道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土
壤条件，大力发展圣女果（又称珍珠番茄、
樱桃番茄）种植。2024 年，南盛街道圣女
果种植面积突破 1000 亩，年产值达 1200
余万元，带动 1400余名村民年均增收 3万
元，生态圣女果成功闯出了一条致富的

“生财路”。
圣女果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当地村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除了种植户通
过销售圣女果获得丰厚收入外，产业的发
展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从种植、管护
到采摘、分拣、包装，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
人力，周边村民纷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村民李大叔高兴地说：“以前农闲时只能
闲着，现在村里发展圣女果产业，我在基
地打工，一年能挣好几万！”

南盛街道以一颗小果子书写乡村振
兴大文章，在“百千万工程”的引领下，这
条致富的财路，正让更多农民享受高质量
发展带来的成果。

南盛圣女果“种”出致富路
年产值达1200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者樊曦）
记者 17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2025 年一季度，全国铁路累计发送
旅客 10.74亿人次、同比增长 5.9%，创历史
同期新高，有力保障了广大旅客平安便捷
温馨出行，为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促进
服务消费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季度，铁路部门用好2024年新开通
的线路、车站和新配置的动车组装备，充
分发挥高铁成网运营优势，有效提升客运
能力，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 11266
列，同比增长 7.4%。研发投用适老化旅游
列车，打造“熊猫专列”“伊春号”“大河之
南号”“齐鲁一号”等品牌，与沿线酒店、景
区联动，拓展旅游消费新场景，一季度全
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 187 列，同比增
长30%，为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动能。

在跨境客运方面，数据显示，广深港
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729.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0%，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8.5 万人
次、同比增长32.2%。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深入开展客运品
质提升专项活动。铁路 12306 推出“系统
自动提交购票订单”等新功能和老年常旅
客会员积分优惠举措，精心组织旅客乘
降，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通道，120 个车站
实现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37个车站
实现出站换乘地铁免安检，89个车站提供
互联网订餐服务，99 列动车组列车提供

“静音车厢”服务。积极适应国家全面放
宽优化过境免签政策，为外籍旅客出行提
供便利，一季度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
366.2万人次、同比增长30%。

一季度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0.74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