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生猪产能总体合理充裕、猪肉消
费不旺的情况下，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
快上涨。在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召开的
座谈会上，专家表示，目前生猪产能总
体合理充裕，后市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
大幅上涨的基础。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
监测，6月第5周全国生猪平均出场价格
为每斤 9.56 元，环比上涨 11.7%，较 3 月
下 旬 累 计 上 涨 46.4% ，较 年 初 上 涨
12.7%，较去年同期上涨17.3%。

猪肉价格自 4 月中旬起有所跟涨。
据监测，截至 6 月第 5 周前，猪肉价格日
均涨幅在 0.2%以内。7 月 5 日，36 个大
中城市猪肉零售价格为每斤 17.85 元，
较年内低点累计上涨22%。

专家认为，近期国内生猪价格过快
上涨，主要原因是市场存在非理性的压
栏惜售和二次育肥等现象，部分媒体特

别是自媒体捏造散布涨价信息、渲染涨
价氛围，短期内加剧了市场惜售情绪。

“行业普遍反映，从 3 月末猪价筑
底回升以来，生猪养殖场（户）普遍看
好后市行情，补栏、压栏和二次育肥的
倾向增加。特别是 6 月下旬以来，随
着生猪价格快速上涨，养殖压栏惜售
情绪进一步加大，部分养殖户反映一
些地方还出现了二次育肥争抢屠宰猪
源的情况，生猪屠宰上市量减少。”农
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副研
究员周琳说。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
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刘志成表示，有的养
殖企业 6 月份出栏计划只完成了 90%，
北方地区散养户存在十分普遍的压栏
现象，还有一批二次育肥专业户，近期
大量开展二次育肥。

“近期全国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天

气，部分地区生猪调运不畅，屠宰企业
收猪困难，也推高了生猪收购价格。
上半年猪肉进口大幅减少，对国内猪
价的回升也起了一定支撑作用。”周琳
表示。

生猪价格未来走势，关键取决于供
应是否有保障。目前看，猪肉供求基本
面不支持猪价大幅上涨。

“业内常说‘有母不愁小，有小不愁
大’，只要能繁母猪存栏稳定，生猪供应
就有保障。”周琳说。

周琳表示，去年四季度能繁母猪存
栏量略多于生猪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
区域，今年 1 至 5 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
栏量已经持续处于绿色合理区域，预示
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一季度猪肉市场
供应有保障。

“在猪价上行阶段，养殖场（户）压
栏惜售只会影响短期内猪肉上市情况，

导致生猪出栏体重增加、猪肉滞后上
市，造成‘猪不增肉增’的局面。后期猪
肉上市量将相对增加，对猪价起到一定
的‘削峰’作用。”周琳说。

涌益咨询总经理郑丽丽表示，最近
养殖户已经有出栏意愿，前期压栏的猪
肉相继出售，预计 7 至 8 月份，生猪价格
会出现震荡回调走势。

刘志成介绍，从市场需求看，7 至 8
月份天气炎热，仍然处于猪肉消费淡
季；从养殖成本看，6月底生猪饲料价格
已经跌至每公斤 3.54 元，也不支持生猪
价格大幅上涨。

针对近期生猪价格出现过快上涨
的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积极应对、连
出重拳，明确将适时采取储备调节、供
需调节等有效措施，防范生猪价格过快
上涨，并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惩处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
促进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建议相关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带
头做好生猪市场保供稳价工作，保持正
常出栏节奏，不刻意渲染涨价氛围、制
造恐慌情绪，引导市场回归理性、回归
正常。”刘志成说。

后市生猪价格不具备持续大幅上涨基础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安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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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舒不慎将本人户口簿丢失，身份
证号码：14060219370712151X，户口所
在地：神电派出所，现声明作废。

吴占胜不慎将本人身份证丢失，身
份证号码：14212819630927853X，现声
明作废。

右玉县有家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40623MA0KT4TM9K）不慎将公章
丢失，现声明作废。

郝继萍不慎将温馨小区南区7号楼
3单元201号房的收款收据丢失，编号：
1089636，日期：2014年4月22日，金额：
贰拾玖万贰仟陆佰壹拾伍元整（292615
元），现声明作废。

声 明

新华社电（记者 姜琳） 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 7 日发布《关于开展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的通
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匹配供需、专业高效优势，不断扩
大市场化就业服务供给，切实增强促就
业实效。

通知提出七项具体措施，包括大规
模开展求职招聘服务，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跨区域协同等方式，加大服务力度

和招聘频次，针对多样化就业需求开展
联合招聘；

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组织国
家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国家级人才
市场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一系列
专项活动，为高校毕业生集中推荐优质
就业岗位和多样化就业服务；

积极助力农民工稳定就业，鼓励引
导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劳务协作、技
能培训、助力劳务品牌建设等服务，帮

助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近就业；
着力保障重点领域用工，聚焦制造

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重点
项目，搭建人力资源服务供需对接平
台，加强用工保障；

创新发展灵活用工服务，支持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运用数字技术创新开展
劳动力余缺调剂、人力资源服务外包
等，开发灵活就业平台、参与零工市场
建设，拓宽就业渠道；

积极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
展，加大惠企利民各项政策落实力度，
通过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奖励补贴、减
免场地租金等措施，帮助服务机构更好
发展；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监测，
实施人力资源市场“一线观察”项目，支
持各地定期发布人力资源市场供需状
况，为劳动者求职和用人单位招聘用工
提供参考。

七项具体措施 切实增强促就业实效

人社部部署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稳就业促就业行动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竹喧

先觉雨，山暗已闻雷。户牖深青霭，阶
庭长绿苔。鹰鹯新习学，蟋蟀莫相
催。”（唐·元稹《小暑六月节》）

2022 年 7 月 7 日 10 点 37 分 49 秒，
农历壬寅年“小暑”。

“小暑”，太阳到达黄经 105 度，是
二十四节气之第十一个节气。暑，炎
热，小暑为小热，意为虽然已经能够感
受到天气的炎热，但是并未达到一年
内最热。

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小暑”
后数日即 7 月 16 日进入“三伏”中的头
伏（初伏）。入伏后，炎天暑月，骄阳似
火，树木葱茏，作物繁茂，万物皆迎酷
暑来。

【一日热三分】
“小暑”是炎炎夏日之始。小暑过，

一日热三分。《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
“六月节……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
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
犹小也。”古人认为“小暑”期间，一年
中还未达到极热的程度，故称“小暑”。

“暑”字是一个象形字，上下两个
日，即土地上下都是烈日照耀，好像人
站在烈日之下热土之上一样。关于

“暑”古人有多种解释。“暑，热也”“暑，
热如煮物也”等，讲的都是天气热得像

“烤”“蒸”一样。农历六月称为“焦
月”。按照《尔雅》的解释：“六月盛热，
故曰焦”。“焦月”这个称谓，是万物几
乎被炎炎烈日烤焦的情景写照。六月
也被称为“溽月”。焦月的“焦”，体现
的是干热暴晒；溽月的“溽”，体现的是
潮湿闷热。

【暑以养物】
“小暑”时节，受来自海洋暖湿气

流的影响，我国多地高温潮湿多雨。
北半球的日照时间逐渐缩短，但大部
分地区的气温仍然节节攀升，这是因
为太阳直射点虽然在南移，但仍直射
北半球，北半球的热量还是收大于支，
持续升温。此时，阳光强烈，光照时间
长，对于农作物来讲，雨热同期是最有
利于生长的时节。

小暑热，果定结；小暑不热，五谷
不结。《汉书·五行志》有记载：“盛夏日
长，暑以养物”。节气文化质朴的理
念，让人们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更
在意万物之长养。

“小暑”前后，除东北与西北地区
收割冬、春小麦等作物外，农业生产上
主要是忙于田间管理。早稻处于灌浆
后期，早熟品种大暑前就要成熟收获，
要保持田间干干湿湿。中稻已拔节，
进入孕穗期，应根据长势追施穗肥，促
穗大粒多。单季晚稻正在分蘖，应及
早施好分蘖肥。双晚秧苗要施足“送
嫁肥”。小暑天气热，棉花整枝不停歇，
防治病虫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

【天赐之节】
六月六，晒红绿。“小暑”前后农历

六月初六是我国传统节日天贶（kuàng）
节。“贶”即“赐”，即天赐之节。一些地
方有晒书画、晾衣物等习俗。据说此
日晾晒后，可以避免被虫蛀。与此同
时，人们也会趁着盛夏，把家里的东西
拿到阳光下晒晒，不仅防潮防霉，还对
健康大有裨益。

在过去，我国南方民间有小暑“食
新”的习俗，就是将新收获的米、麦等
磨成粉，制成各种面饼、面条，邻居乡
亲分享来吃，表达对丰收的祈愿，同时
这些新粮做的可口饭食，还用来供祀
五谷大神和祖先，恳请保佑风调雨顺。

【心静自然凉】
小暑交大暑，热得无处躲。“小暑”

时节，暑气蒸腾，多汗少眠，人体消耗
大、湿气重，无病三分虚，容易出现周
身乏力、脾胃不和、精神疲惫、口苦苔
腻、胸腹胀闷等征象，所以此时强调解
热防暑，补充体力，缓解暑湿暑热。

热在三伏，“小暑”开始入伏。闷
热的天气易使人的情绪出现波动，控
制不好会影响心脏健康。出汗太多也
易引起心肌缺盐，心脏搏动出现异
常。中医认为，生命中的一切活动，都
是脏腑功能的集中表现，“心动则五脏
六腑皆摇”，要注意调整心态，把控情
绪，平心静气以养心，防止“喜怒不节
伤脏”。睡眠利于养心，要注意保证充
足睡眠。同时，应注意饮食卫生，清淡
适量饮食。不要贪凉冲凉水澡、多进
冷食。衣着勿赤膊，赤膊不但不凉爽，
反而会感到更热。

阳光耀眼，热浪滚滚。纯粹而不
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
行，此养神之道也。借用《庄子·刻意》
之名言，面对炎炎暑日，心静自然凉吧。

据《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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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齐琪 罗
沙） 最高人民法院 6 日发布了第 32 批
共7件指导性案例，主要为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类案例，供各级人民法院审
判类似案件时参照。

指导案例179号“聂美兰诉北京林
氏兄弟文化有限公司确认劳动关系
案”。该案例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
通过辨析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合
同内容的性质、合同实际履行中体现
出来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来确定双方劳
动关系，防止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
通过订立其他合同方式掩盖用工事
实，变相地排除国家法律赋予劳动者
的法定权利，实现更好地保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的目的。

指导案例180号“孙贤锋诉淮安西
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
纷案”。本案例细化了用人单位单方解
除劳动合同行为合法性的判断标准，有
助于引导用人单位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对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指导案例181号“郑某诉霍尼韦尔
自动化控制（中国）有限公司劳动合同
纠纷案”。该案例对于民法典施行后
用人单位合理构建性骚扰防范处置机

制，切实提升全员防范意识，有效防范
职场性骚扰行为，具有一定的示范指
导意义。

指导案例182号“彭宇翔诉南京市
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追
索劳动报酬纠纷案”。本案例对于规
范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引导用人单
位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秉持诚信原
则，建立和谐、稳定、良性互动的劳动
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指导案例183号“房玥诉中美联泰
大都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
纷案”。本案例对人民法院审理涉年
终奖的劳动争议案件具有指导意义，
防止用人单位借规章制度之名侵害劳
动者合法权益。

指导案例184号“马筱楠诉北京搜
狐新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竞业限制
纠纷案”。本案例对竞业限制有关问
题进行了规范，有效保障了劳动者的
择业自由权。

指导案例185号“闫佳琳诉浙江喜
来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平等就业权纠纷
案”。本案例对于人民法院正确认定
平等就业权纠纷中就业歧视行为，准
确把握企业用工自主权和劳动者平等
就业权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

最高法发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类指导性案例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任沁沁） 我
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突破千万辆。
记者 6 日从公安部获悉，截至 2022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06 亿辆，
其中汽车3.10亿辆，新能源汽车1001万
辆；机动车驾驶人 4.92 亿人，其中汽车
驾驶人4.54亿人。

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 1001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3.23%。
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810.4 万辆，占
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0.93%。上半年新
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220.9 万辆，与去
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增加 110.6
万辆，增长100.26%，创历史新高。新能
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占汽车新注册登
记量的19.90%。

2022 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
动车 1657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14万辆，下降11.43%；新注册登记汽车
1110 万辆。摩托车新注册登记 534 万
辆，与去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增
加108万辆，增长25.38%。

截至 6 月底，81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
超过100万辆，同比增加7个城市，37个
城市超过 200 万辆，20 个城市超过 300
万辆。其中，北京汽车保有量超过 600
万辆，成都、重庆汽车保有量超过500万
辆，苏州、上海、郑州、西安、武汉汽车保
有量超过400万辆。

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 4.92 亿
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数量为 4.54 亿人，

占驾驶人总数的 92.38%。2022 年上半
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数量 1103 万人。
今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
申领和使用规定》新增“轻型牵引挂车”
准驾车型（C6），目前已取得C6准驾车型
驾驶人数量达16万人，更好满足群众驾
驶小型旅居挂车出行需求，促进房车旅
游新业态发展。

上半年，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
作，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推行补换领
牌证等交管业务“足不出户”网上办。
全国网上办理补换领驾驶证行驶证、发
放临时号牌等业务4456万次。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000万辆

河南启动黄河流域
重大生态修复工程

新华社电 （记者 牛少杰） 7 月 6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河南秦岭东段
洛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动员会，标志着河
南黄河流域这一重大生态修复项目正
式全面启动。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秦岭山脉东
段、洛河流域，属于国家“三区四带”中
的黄河重点生态区，总投资 52.11 亿元，
共部署 30 个子项目 56 个单位工程，包
括水土流失治理、林地提质改造、水环
境治理、土地综合整治、湿地修复、矿山
生态修复等。

项目区总面积 6.8 万公顷，生态保
护价值独特，动植物种类繁多，是我国
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水源涵养与水
土保持功能区，现有各类自然保护地37
个，分布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动植
物116种。

太行山下中药飘香
7月6日，在河北省临城县黑城镇石固村，农民在管理草红花。近

年来，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省临城县因地制宜，在太行山丘陵地带
发展中药材种植，通过政策支持、龙头带动、产业推动等措施，在全县
推广种植柴胡、桔梗、黄芩、草红花等中药材，种植面积约3万亩，促进
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 田晓丽 摄

暑 期 到 来 ，山 西 景 区 又 有 新 动
向，一些景区推出形式多样的门票、
演艺优惠活动，还有一些景区的文旅
演艺时间有所调整，大家出游前务必
提前了解目的地景区情况，合理规划
行程。

7 月，为促进暑期旅游消费，景区
优惠再上新。忻州古城《遇见秀容》文
旅演艺联合小吃、民宿、大型餐饮指定
商户推出盛夏超强优惠，现在至 7 月
15 日，游客凭当天指定商户消费凭证
观看《遇见秀容》，可在门票价 128 元

基础上消费多少抵多少；凭当天在古
城内入住指定合作民宿或在指定合作
大型餐饮单笔消费 500 元以上凭证，可
领取折扣券，凭券半价观看《遇见秀
容》；现在至 31 日，常家庄园景区对所
有来园游客实行门票优惠活动，游客
购买景区成人票可立享 7 折优惠，65
岁以上老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享门票
全免待遇。

日前，多家景区的多场演艺时间
有 调 整 ，大 家 务 必 合 理 安 排 时 间 观
演。五台山风景名胜区《又见五台山》

每日增至两场演出，15:30、20:00 各一
场，周一休演，演出时长 90 分钟；平遥
古城《又见平遥》同样每日增至两场演
出，14: 00、19:00 各一场，周一休演，
演出时长 90 分钟；皇城相府生态文化
旅游区《再回相府》将于 7 月 8 日恢复
演出，暂时每日 20:00 演出一场，演出
时长同样为 90 分钟；鉴于近日连续性
降雨，乌金山旅游区马戏剧场出现损
坏，故景区马戏演出时间推迟至 7 月
10 日。

据《山西晚报》

我省景区门票优惠上新演艺时间调整

全国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省市县三级全面达标

新华社北京日电 截至 2022 年 6 月
底，全国省市县三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
已如期达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有效
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城乡均衡配置，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国家标准自
2001 年制定以来，先后两次调整，逐步
提升农村、县镇编制标准，2014 年实现
全国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统
一。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等
形成的区域间基础教育不平衡问题，
2021 年 6 月，中央编办、教育部立足于
服务人民群众、为教育事业发展办实
事，共同研究印发《关于推动中小学教
职工编制全面达到国家基本标准的通
知》，要求各地 2021 年底前实现全省
（自治区、直辖市）总量达标，2022 年 6
月底前实现以县（含地级市辖区）为单
位全面达标。

国家体育总局出台体育助力
稳经济促消费激活力工作方案

新华社北京电 日前，国家体育总
局发布《关于体育助力稳经济促消费激
活力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
案》），从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和加大体育
产品供给两个维度提出落实纾困政策、
减免相关费用、加快资金执行、优化政
府采购、降低融资成本、加大示范支持、
加大赛事供给、丰富健身活动、吸引群
众参与、推动场馆开放、优化体育彩票
品种结构、加快投资建设、深化融合发
展、促进体育消费、带动体育就业等 15
条共42项具体举措。

作为《工作方案》的第一项措施，
为推动政策直达，让体育企业应知尽
知、应享尽享，“体育领域助企纾困政策
专栏”在总局官网同步上线。

近日，宁夏
引黄灌区小麦陆
续成熟。7 月 7
日，宁夏石嘴山
市平罗县农业部
门在姚伏镇小店
子村开展小麦机
收现场会，通过
机收减损“田间
日”培训、收割机
安全驾驶现场培
训等方式，保证
麦收工作高质高
效开展。

新 华 社 记
者 王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