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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淇河晨报

妈妈，这是一个人最

先学会的词汇，也是世界

上最美妙的语言。 世界上

的语言，成百上千，数量

众多， 但妈妈一词的发

音，都极为相似，这不是

巧合，这是对伟大母爱的

共同赞美！ 因为妈妈可以

舍生忘死去救护自己的

子女。

萌宠一族 网友

天下最伟大的爱就

是母爱了， 祝愿我们每

个 人 的 母 亲 都 健 康 快

乐！ 韩菊只母子同患重

病， 真心呼吁全社会都

来帮助他们， 祝愿这对

母子勇敢渡过难关 ，早

日康复！ 加油！

李环 新区市民

同时面 对 病 魔 ，母

亲只能选择丢自己保儿

子， 这反映出我们社会

大 病 救 助 机 制 仍 不 完

善，看不起大病，因病致

贫的事实还大量存在 。

希 望 政 府 真 正 重 视 起

来，完善相关救助机制。

刘颖 淇县

8 月 9 日 05 版

《母亲放弃手术救白血病儿子》

读报

今天白天多云，偏

南风 2 级到 3 级， 温度

24

℃

到 33

℃

。 夜里到明

天多云。

今 天 继 续 晴 热 天

气，最高气温 33

℃

，而且

短期内高温闷热天气仍

将持续， 市民要做好防

暑降温，多饮用绿豆汤、

番茄汤等消暑饮品。

今 天 各 气 象 指 数

是：

紫外线指数：四级，

辐射强度强；

人体舒适度： 早晚

为三，感觉较热，中午为

二，感觉热；

中暑指数：三级，较

易中暑；

空气质量： 二级 ，

良。

更多天气资讯，请

拨打 12121。

投稿方式

邮箱：dengyeran@126.com

QQ 群：155495021

短信：15039233359

大河鹤壁网评报论坛：

http://bbs.hebiw.com/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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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水平（CPI）

同比上涨 6.5

％

， 涨幅比上月提高了 0.1 个百分

点，创下 37 个月以来新高。

食品类价格依然领涨 CPI。7 月份我国食品类

价格同比上涨 14.8

％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4.38 个百分点。 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56.7

％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1.46 个百分点；粮食价格

上涨 12.4

％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4 个百分

点； 蛋价格上涨 19.7

％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15 个百分点。

居住类价格涨幅也比较突出。 7 月份我国居

住类价格同比上涨 5.9

％

。 其中，水、电、燃料价格

上涨 4.4

％

，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 5.5

％

，住房

租金价格上涨 4.0

％

。

此 外 ，7 月 份 我 国 烟 酒 类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2.8

％

，衣着类价格上涨 2.2

％

，家庭设备用品及

维修服务类价格上涨 2.7

％

，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

品类价格上涨 3.6

％

，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上涨

0.9

％

，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上涨

0.5

％

。

根据国家统计局分析测算， 在 7 月份 6.5

％

的 CPI 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

为 3.3 个百分点， 今年新涨价因素约为 3.2 个百

分点。

从更能反映价格最新变动情况的环比数据

看，7 月份我国 CPI 环比上涨 0.5

％

， 环比涨幅比

上月扩大了 0.2 个百分点。 其中，食品价格环比上

涨 1.2

％

，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7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中的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7.7

％

，涨幅比上

月缩小 3.7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报告还指出，7 月份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 7.5

％

，环比与上月

持平；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11.0

％

，环比

上涨 0.1

％

。

周望军表示，当前，稳定物价的有利因素逐渐增

多。 国内经济增长仍处于平稳较快增长区间，国民经

济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转变， 继续朝着宏观调

控预期方向发展。 特别是国内货币供应宽松的局面

得到明显改善；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外汇储备充裕；

粮食连续 7 年增产，夏粮再获丰收，粮油库存充裕；

工业消费品产能充足，总体供大于求；价格监督检查

和反价格垄断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 市场价格秩序

明显好转；翘尾因素明显减弱。 这些都为稳定物价奠

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从后期走势看，价格运行仍存在一些不

确定因素，如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尚不明朗、国内能源

资源需求增长偏快、秋粮生产防灾减灾形势严峻、生

猪和水产品生产恢复还需要一定时间。 ”他说。

7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6.5

％

食品价格涨 14.8

％

猪肉价格涨 56.7

％

蛋价格涨 19.7

％

8 月 9 日，在淇滨菜市场选购猪肉的市民。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

权威访谈

此轮物价上涨接近拐点 下半年多措稳定物价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谈物价形势与对策

多措施控制物价

周望军说，在应对这一轮物价上涨

过程中，中央政府打了一套“组合拳”，

综合施策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对于今后

稳定物价的举措，他表示，“我们将按照

中央关于‘坚持把稳定物价总水平作为

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强化政府责任，

加强市场保障，降低流通成本，整治市

场价格秩序，对困难群众采取有力有效

的救助措施’的要求，在落实好已有政

策的基础上，重点采取以下四项措施稳

定物价。 ”

他说，我国将对流通环节进行清理

整顿， 取消高速公路的超期收费项目、

降低过高收费标准，大力清理整顿农贸

市场、超市进场费以及银行卡的不合理

收费。

另外，国家将继续推进完善社会救

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的联动机制，督

促各地在年底前全部建立起来。

他表示，各级政府将加强市场价格

监管，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炒作、价格垄

断等违法行为。“下半年国家还将继续

加强粮食、生猪和蔬菜的供给，保障农

产品价格基本稳定。 ”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9 日电）

@ 网络微评 @

� �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

CPI6.5%与我们 7 月 25 日报告预测的

完全一样。 从 CPI 环比看，食品、非食

品、 整体水平都大超历史同期正常值，

显示通胀压力仍大。 未来政策操作应

“坚持以我为主”，继续维持年内 1~2 次

加息预期，但在国际金融市场平复前不

应采取行动。

著名财经评论员侯宁：7 月 CPI 同

比上涨 6.5%，食品价格涨 14.8%。 一般

而言，加息在即！ 苟延则会迎来大幅加

息。

7 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升 6.5%，再创近期新高。 哪些因素导致物价总水平居高不下？ 如何看待当前的物价形势？ 后期我国的物价走势将如何？ 国家还

将采取哪些措施控制物价？ 记者 9 日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

周望军说，总体看，导致当前物价上涨的原因较为

复杂，既有国际输入性较强、货币流动性充裕以及前期

自然灾害等因素，也有资源性产品以及劳动力、土地、资

金等要素价格上涨累积效应不断释放的影响。

“具体地说，从环比看，猪肉、蛋、水产品价格继续

上涨，涨幅分别为 7.7%、0.8%和 1.2%；鲜菜价格受阴雨

天气较多、季节性品种更替等因素影响止跌回升 4.1%；

受暑期旺季来临影响旅游价格上涨 4.6%； 拉动食品类

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2%和

0.6%，合计影响价格总水平上升 0.45 个百分点，是价格

总水平环比明显上升的主要原因。 ”他说。

他表示，从同比看，7 月份翘尾影响约为 3.3 个百

分点，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但受环比明显攀升影

响，新涨价因素达 3.2 个百分点，接近翘尾影响因素。

物价上涨的原因较为复杂

物价依然处于温和可控区间

周望军说，为应对价格较快上涨，政府综合采取

了控制货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安定民生、加强监

管等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当前物价运行

依然处于温和可控区间。

他说 ， 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 7 月份 CPI 上升

6.5%，而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俄罗斯、印度、巴西

的消费价格指数 6 月份分别上涨 9.4%、8.7%和 6.7%。

即便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消费价格也上涨了

3.6%和 4.2%（大幅度超过其 2%的警戒线）。

他认为， 从长期趋势看，1978-2010 年， 我国

GDP 年均增长 9.8%，CPI 年均上升 5.56%。 今年上半

年我国 GDP 增长 9.6%，CPI 上升 5.4%。 所以，从 30

年经济运行的统计结果看，当前 CPI 上涨与 GDP 增

长仍然处在一个温和可控的范围。

预计下半年价格总水平将有所回落

周望军认为，当前价格运行拐点特征明显，预计

下半年我国食品类价格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稳中

略有波动的态势，但由于翘尾因素快速下降，预计后

期价格总水平同比将有所回落。

他说，从具体商品看，大宗商品价格呈趋稳或回

落态势。 随着国家扶持生产、调控市场各项政策措施

效果的进一步显现，粮油、生猪、蔬菜等主要农产品

市场供求关系趋于改善， 食品类价格涨幅已经趋稳

或出现了下降。

“从翘尾影响看，后几个月降速较快。 从翘尾因素

看，8~12 月份翘尾因素下降速度较快、幅度较大，月均

下降 0.66 个百分点。 虽然后几个月仍有一些新涨价因

素，但新涨价因素将明显低于翘尾下降因素。 ”他说。

另外，从周期性波动规律看，此轮物价上涨已将

近拐点。 他说，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两次较

为明显的价格上涨，分别在 2003~2004 年、2007~2008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周期分别为 27 和 24 个

月。 到今年 7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已经

持续了 25 个月，从周期性波动规律看，价格运行已

经将近拐点，涨幅趋于回落的可能性较大。

稳定物价的有利因素逐渐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