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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在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
下，商洛市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有效保障了民生经济平稳发
展，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畜牧业生产态势良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快

经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核定，今年一季度，商洛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164 元，同比增加 270 元，增长 5.5%，
增速较全省平均水平快 0.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较高。

商洛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7630元，同比增加 300
元，增长 4.1%，增速较全省平均水平快 0.2 个百分点。农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为 3545 元 ，同 比 增 加 199 元 ，增 长
5.9%。商洛城乡收入比为 2.15:1，较上年同期缩小 0.04，全
市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商洛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648 元，同比增加 180 元，占
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 51.3%，是居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人均

经营净收入 619 元，同比减少 14 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12.0%；人均财产净收入 166 元，同比增加 21 元，占可支配收
入比重为 3.2%；人均转移净收入 1731 元，同比增加 83 元，占
可支配收入比重为 33.5%。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

今年一季度，商洛市区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2.9%，高
于全省 1.1 个百分点，在全省各市县累计涨幅中排名第 2 位
次。一季度，CPI 同比指数分别为 103.1、102.4、103.2。1
月，受西安疫情影响和商洛市区 CPI 主要鲜活食品价格影
响，同比上涨 3.1%；2 月，猪肉、鲜菜、淡水鱼等食品类市场供
应量增加，价格明显下降，同比指数略有下降；3月，受疫情和
季节因素影响，部分餐饮和衣着类价格上涨，加之汽柴油价
格拉动，CPI涨幅有所扩大。

从同比看，八大类指数呈“七升一降”态势。居住、交通
和通信、医疗保健类在私房房租、水泥、水电燃料、自有住房、
汽柴油、飞机票和医疗服务价格涨价的带动下，上涨幅度超
过或接近 5 个百分点，其他 5 类变动幅度均在正常范围。从
累计比看，八大类指数呈“六升二降”态势。其中，衣着类上
涨 2.6%，居住类上涨 6.5%，交通和通信类上涨 4.4%，教育文
化和娱乐类上涨 4.0%，医疗保健类上涨 7.4%，其他用品和服
务类上涨 1.1%；食品烟酒类下降 1.9%，生活用品和服务类下
降，0.1%。从各大类对总指数影响程度来看，居住、交通和通
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对 CPI上涨的影响程度加重。

价格波动较大的有两类，一是蔬菜类食品价格涨幅较
高，鲜菜累计上涨 8.8%。去年以来受降雨影响，鲜菜产量有
所下降，加之疫情影响运输效率降低，同时汽柴油价格不断
上涨，综合作用下导致运输成本和人工成本上涨，拉动鲜菜
价格上涨。薯类累计上涨 6.6%。主要受疫情和季节影响，去
年以来疫情管控政策较为严格，薯类运输成本上涨，而本地
居民习惯于冬季大量购买薯类，消费需求加大，故薯类价格
上涨。二是畜肉类累计下降 21.8%，其中猪肉价格下降明
显，累计下降 43.7%。价格下降原因主要是近期生猪养殖业
发展良好，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厂纷纷补栏，生猪存栏量较多，
市场供应充足；去年由于国家保供稳价措施实施有效，随着
生猪产能稳步恢复，本地养殖规模逐步扩大，猪肉供应量充
足。在综合作用影响下，畜肉类价格下降。

一季度，商洛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持续推进规模
化、标准化、生态化养殖，养殖业发展态势持续向好，生猪产
能持续增加，牛、羊养殖基本稳定，家禽市场供给充足，禽蛋
供应量稳步提升。

宏观调控保供稳价

尽管一季度商洛经济运行平稳，但要持续良性健康发展
仍面临一些问题，需重点关注。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受疫情影响较大，一季度商洛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 619 元，同比减少 2.2%，主要原因是一季度
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停业停运冲击了市场经营主体。加之

商洛居民市场经营主体大多规模较小，管理较为粗放，抗市
场风险能力弱。经营净收入是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中低收入人群的增收作用更为明显。政府部门应加大助企
纾困政策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特殊困难行业重点支
持；坚持减税和退税并举，加快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切
实解决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不畅、物流受阻等问题，有效保障
居民经营活动健康发展。

生猪养殖行业形势不容乐观。从商洛整体畜牧业生
产形势来看，饲料价格逐年上涨，而育肥猪的出售价格低
迷，加上目前各种养殖成本的上升，给个体经营户带来了
经济压力。建议政府进一步完善兜底政策，对经济基础薄
弱的养殖场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和保险补贴，强化生猪产
业监测预警，及时发布分析生猪养殖信息和市场供需、价
格变动情况，提升养殖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生猪产业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预 期 增 长 ，保 供 稳 价 压 力 较 大 。
结合一季度价格走势和近期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来看，全
国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状态，交通运输不便及群众生活需
求旺盛，对鲜菜、鲜活食品类价格影响较为明显。国际形
势影响下，汽柴油、原煤原油等能源和基础原材料价格可
能会继续上涨，相应产品和服务的运输生产成本会随之
上涨。综合来看，第二季度 CPI 受非食品类、服务类、能
源类影响程度较大，仍会保持上涨态势。建议政府部门
加强市场监管，做好重要生活物资价格的监测、预警，宏
观调控保供稳价。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民生福祉持续改善
本报通讯员 阮 琦

“这地方叫金鸡岭，你现在看到的成片麦地，都是
我今年种的。在毛河村，我承包了 200 多亩地，几乎
都种上了小麦。”6 月 1日晌午，骄阳似火，在商南县试
马镇毛河村金鸡岭的地头，村民明道德停下轰鸣的联
合收割机，一边擦去满脸的汗珠，一边指着周围成片
的麦田说。

看着麦粒像水一般从收割机涌入农用车车厢，明
道德黝黑的脸庞笑开了花。明道德说，这是他一年中
最兴奋的时刻，因为今年他种植的 400 多亩小麦成熟
了，现在要抢抓好天气，争取尽快收完。

今年 56 岁的毛河村村民明道德是商南县道德农

业机械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是远近闻名的全能农机
手和种粮大户。在他的带动下，合作社流转了商南县
过风楼镇县河口村、试马镇毛河村 190 多户村民的
541 亩地种植粮食作物，成为目前我市合作社经营粮
食作物面积之最。

起初，明道德家仅有 7 亩地。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看到种粮挣不了多少钱，有邻居陆续外出打工不
想再种地，明道德就接过乡亲的土地自己种，一下子
就种植了 10 多亩地。2006 年，他出资购买了拖拉
机、旋耕机耕地、种地，感觉效果明显比人力强。每年
种完自家的地后，他还接活外出耕地、种地，收入不
菲，腰包逐渐鼓起来。每当遇到耕种困难的村民，明
道德会上门免费进行耕种，帮助村民渡过难关。

随着国家强农惠农政策投入力度的加大，在市
农业机械管理局的扶持和资助下，明道德陆续购买
了小麦宽幅沟播机、联合收割机。2017 年，明道德
牵头成立商南县道德农业机械专业合作社后，通过
国家政策补贴、行业扶持和成员合资等途径，合作社
购买了土豆收割机、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玉米收割
机、花生耕种收获采摘机械、大豆播种机、秸秆还田
机、旋耕机等，农业机械总量达到 70 多台（套），设备
价值近 200 万元。

几乎天天与农业机械打交道，具有初中文化的明
道德不仅学会使用耕、种、收、管 4大类 70多台（套）机
械，还不断学习农机修理技术，成了名副其实的全能
农机手。每年农忙时节，明道德组织合作社成员在开
展生产劳动合作和农机具规模作业的同时，还对外开

展有偿机械化服务等。近年来，他带领合
作社成员在商南县境内以及河南、

湖北等地的几十个镇村开展机
耕、机播、机收等作业服务，累
计收入超过 100万元。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
明道德承包的土地也

越来越多。2018
年 ，在 农 业 部 门

的支持下，明道德

先后在过风楼镇县河口村、试马镇毛河村承包土地进
行规模化提升改造，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率和机械化
种植规模。2021 年，他在这两个村承包的土地面积
达 501亩，今年承包的土地面积达 541亩，其中有 400
多亩地的小麦，其他为玉米、大豆、花生、红薯等作
物。今年开春以来，合作社采取增施速效肥，开展病
虫害防治等，促进麦苗转壮、分蘖，茁壮生长，小麦基
本达到往年同期效益。

“为了提高土地收益，我们选用伟隆 169、西农
979 等优质品种，采用机械化种植，信息化管理，无人
机喷药，提高了小麦产量，亩产达 800 斤，实现了夏粮
的稳产丰收。今年，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我也推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预计比去年多收入 10
多万元。”明道德笑呵呵地说。

毛河村党支部书记章功玉说：“合作社实施规模
化种植、全程机械化作业，每年为村民付土地租金二
三十万元，为在合作社务工的村民付工资近 20 万元，
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节省了人力，促进了农村劳动
力转移和多渠道致富增收，也促使更多的农民改变粗
放的耕作方式，进一步降低成本投入，提高作业效率
和生产质量，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受到群众好评。”

6 月 5 日，刚刚收完 400 多亩小麦的明道德算账
后，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种植的 400
多亩小麦已经收完，亩产量预计在 800 斤，总产量达
32万斤，产值约 48万元。加上其他粮油作物的种植，
今年总收入在 50万元以上。”

明道德种植的粮食不愁销，每到麦收季节，县内
多个面粉厂就竞相提前预订。“种了这么多年地，种的
都是‘放心粮’，名气都出去了，好多人都相信我的小
麦质量，每年不用出镇，就有客商上门收小麦，然后拉
回去做酒、吊挂面等。这几天，我接了二三十个电话，
都说要来收小麦，我说等麦干了，让一个月后再来。”
明道德高兴地说。

“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当了一辈子农民，最见不
得有撂荒地。明年还想继续扩大种植面积，继续走农
业机械化、土地规模化的路子，想带动更多群众发展
粮食作物，为乡村振兴尽自己一份力。”明道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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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德驾驶收割机作业明道德驾驶收割机作业
今年小麦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效益

明道德（右）查看小麦长势

晾晒小麦晾晒小麦

今年新产的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