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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来运介绍了上半年最终消费支
出、资本形成总额和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
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 52%，资本形成
总额贡献率 16.8%，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31.2%。二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贡献率 52.3%，较一季度略有
提升；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24.7%，货物
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 23%。他表示，内
需尤其消费是促进GDP增长的主动力。

上半年市场销售增速回升，消费升

级类商品销售形势较好。上半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 245458 亿元，同比增长
5.0%，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按经
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213050亿元，同比增长5.0%；乡村消费品
零售额32409亿元，增长4.9%。按消费类
型分，商品零售额 217978 亿元，增长
5.1%；餐饮收入 27480 亿元，增长 4.3%。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
较好，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体育娱
乐用品类、金银珠宝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

长12.3%、22.2%、11.3%。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持续显效，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
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0.7%、
25.4%、24.1%、22.9%。全国网上零售额
74295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61191亿元，增长6.0%，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4.9%。6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环
比下降0.16%。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
增长5.3%，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迎难而上、稳中向好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
本报记者 白波

从京蔚高速斋堂出口驶出，缓缓沿着
斋北路一路上山。这条7.2公里的盘山公
路，如一条灵动的丝带蜿蜒于山区之中，
与沿途灵岳寺等风景名胜相互映衬，别有
意趣。尽管道路蜿蜒曲折，但经过精细化
提升的斋北路却让人安全感十足。路面
整洁平顺，陡坡陡崖旁都装上了防撞护
栏，沿途不时出现的错车港湾为往来车辆
提供方便。如今的斋北路，已成为当地名
副其实的“平安放心路”与“文化旅游路”。

在北京，像斋北路一样实施交通安全
设施精细化提升的乡村公路还有很多。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从 2022 年到现
在，北京累计完成 601条乡村公路精细化
提升项目，治理里程达 385公里。今年还
将完成 222 项、146 公里乡村公路精细化
提升项目。自活动开展以来，全市累计创
建“美丽乡村路”1500公里。

道路隐患动态排查随时消除

目前，本市乡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12853公里，占全市公路总里程的57%。

密布在京郊大地上的乡村公路，如何
提升安全水平？市交通委治超工作处（农
村交通办）四级调研员印良智告诉记者，
2020年年底前，本市已完成乡村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建设的隐患点排查治理，对
排查出的 2万余处、2000多公里隐患进行
了专项治理。目前乡村公路安全隐患治

理已经进入动态排查阶段，发现隐患随时
进行消除。

打造优美路域环境

不光是消除安全隐患，打造优美的路
域环境、便利村民出行，也成为创建“最美
乡村路”的努力方向。

通州区台湖镇北凉路紧邻唐大庄
村，是环球影城和唐大庄民宿村的重要
旅游路线。2024 年，北凉路实施精品提
升工程，建起了慢行系统，路旁的路灯也
焕然一新。道路沿线树木与周围环境相
互融合、路域环境优美，不仅方便村民的
日常出行，也为游客带来更舒适的游玩
体验。2024年，北凉路成功创建全市“美
丽乡村路”并被评为年度“最美乡村路”。

延庆区大庄科乡的暖马路全长约10.7
公里，改造后道路整体拓宽至6米，水泥路
全部改为沥青路面，坑洼、裂缝等病害全
部消失。道路改造后具备了通公交的条
件，如今，村民在村口就能坐上公交车。
2024年，暖马路以“平安绿色放心路”为主
题，成功创建全市“美丽乡村路”。

全市2961名路长守护乡村路

2021年，北京市发布《关于推行乡村
公路路长制的指导意见》，全面推广乡村
公路路长制，完善了本市乡村公路治理机

制。截至目前，全市共设置路长 2961名、
路长制公示牌8058个，县、乡、村三级路长
制体系进一步健全。

通州区依托乡村公路路长制管理系
统，组织开展乡村公路巡检，重点检查交
通标志标线是否规范、路侧防撞护栏是否

缺失、道路是否平整等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的内容，并根据巡检情况建立动态巡检台
账，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监督整改。通
过实施路长制，通州区乡村公路安全综合
治理取得显著成效，2022至 2025年，共发
现隐患416件，全部整改完毕。

为进一步规范非机动车通行秩序，提
升城市文明交通水平，北京市正开展专项
治理，剑指包括“越线等待”“骑行中使用
手持设备（如拍照）”等在内的十类非机动
车交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并拟修订《北
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安全头盔佩
戴要求从“提倡”升级为“强制”，为骑行安
全再筑一道防线。

聚焦治理：
十类行为划定安全红线

此次专项治理行动，精准锁定了十
类非机动车骑行陋习，以下行为均被
明确纳入治理范围：骑行途中使用手
机拍照、浏览信息等分心行为；两人及
以上并排骑行占据非机动车甚至机动
车车道，阻碍交通；互相追逐、曲折竞驶
等危险骑行和竞速行为；在人行横道内
骑行，威胁行人安全；利用车筐搭载人
员，违反非机动车载人规定；等候信号
灯时超越停止线，不按顺序排队；在道
路上违规停车滞留、不按规定区域停放

影响通行；在非机动车道内长时间低速
行驶，妨碍后方车辆通行；擅自进入人
行便道骑行，干扰行人通行秩序；饮酒
后驾驶非机动车，危害自身及他人安全。

据记者观察，这些不文明骑行行为
中，等候信号灯时超越禁止线行为、进入
人行便道骑行行为最为常见，在一些周边
风景较好的道路会出现骑行途中使用手
机拍照行为，而在一些宽阔、车辆较少的
道路上，常出现两人并排骑行行为和互相
追逐骑行行为。这些高频次出现的行为，
正是日常骑行中容易被忽视却暗藏巨大
风险的行为。

“无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自行车，一
些看似‘平常’的骑行习惯，实则是威胁公
共安全的重大隐患。”通州交通支队相关
负责人强调，“查处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明
确骑行安全中普遍的‘风险点’。这些行
为极易在瞬间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通
过确立规则、持续宣导和必要管理，唤起
每一位骑行者的安全意识，将‘各行其道、
专注骑行、文明礼让’内化为自觉行动，共
同编织城市副中心安全出行的防护网。”

治理之道：
重心放在源头预防和行为引导

非机动车不文明行为专项治理行动
并非以“罚”代管，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源头
预防和行为引导上，力求通过柔性执法与
广泛宣教，织密安全骑行的“意识防护
网”。比如在通州区的多个重点路口和路
段，执勤交警在执法过程中，更注重现场
的劝导与教育。对于初次违法、情节轻微
的行为，如越线等待等行为初犯时，执勤
人员通常会采取口头警告、现场纠正的方
式，耐心讲解行为隐患，指导正确做法。

在宣教引导的同时，道路保障也在同
步跟进。相关部门正结合治理中发现的问
题和市民反馈，对部分非机动车道进行优化
调整，清除障碍、完善标识标线，努力为骑行
者提供更安全、连续、舒适的骑行环境。

针对“不规范停车”这一痛点，各乡、
镇、街道纷纷开展大力整治，如潞城镇采
取“疏堵结合”策略，通过施划停车线、设
置物理隔离、规范共享单车停放区域等措

施，强化管理力度。同时，引导非机动车
停放到潞城地铁站D口南侧停车场，缓解
周边道路压力。

安全升级：
头盔佩戴，从“提倡”到“强制”

在本次专项治理行动和条例修订动议
中，一项关乎骑行者生命安全的重大变化
尤为引人注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
条例》拟将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佩戴安全
头盔的要求，从现行的“提倡”明确上升为

“强制”，现阶段交管部门靠宣传和劝导提
高佩戴率，但效果有限，本次修订传递出
明确的信息，佩戴头盔不再是一个可选
项，这不仅是法律条文的升级，更是社会
对个体生命安全责任共识的升华。

正确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已被证明
是守护头部最有效的手段，通州交通支队
强调“电动自行车速度快，保护措施较差，
大多数会造成头部受伤，安全头盔对于电
动自行车驾乘人员而言，是遇到危险时的

‘最后一道防线’。”

本报讯（记者 赵鹏）盛夏七
月，书香馥郁。记者昨天从首都
图书馆获悉，2025 年“共沐书香
悦享好书”青少年经典导读活动
于暑假伊始拉开帷幕。活动打造
全新“整本书”阅读线上导读课
程、线下图书馆阅读课，并同步启
动贯穿暑期的京津冀“书香少年”
阅读打卡活动，以多层次、立体化
的阅读活动，培育终身阅读能力，
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
浓厚阅读氛围。

作为北京市红领巾读书活动
的一项重要品牌，“共沐书香 悦
享好书”青少年经典导读活动以
中小学生群体为导读对象、以经
典名著为导读内容、以“品阅书
香”领读志愿者为导读主体，以互
联网平台为阵地，构建了线上线
下融合指导的完整阅读时空。活
动创新性地采用“整体感知、阅读
鉴赏、表达交流”三阶梯递进式课
程设计，层层深入解析，推广科学
高效的阅读方法，引导孩子们真
正走进经典，理解文学大家的思
想光华及文字魅力。

本年度活动立足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科技文明传承，选取《唐
诗三百首详析》和《天工开物》（少
儿彩绘版）两册书籍，突破传统分
级荐读形式，分层次为不同年级
学生量身定制了24节线上导读课
程，开启深度、系统的“整本书”阅
读之旅，让经典在当代少年儿童
心中生根发芽。

在本年度的首场“图书馆阅
读课”活动现场，少年儿童们跟随
导读志愿者一起打开《唐诗三百首
详析》。孩子们从意象、韵律、历史
等多角度品读经典，踊跃表达自己
的阅读感悟，学习并实践“整本书”
阅读的阅读方法，在书香满溢的图
书馆里，一起感受经典的魅力。

此次活动联动天津图书馆和
河北省图书馆，依托“青少年经典导
读”线上平台，开展“书香少年”阅读
打卡活动。截至8月31日，京津冀
三地中小学生可在“青少年经典导
读”网站上参与经典导读线上课程
的学习，自主完成书目课程学习后，
结合课程撰写并上传作业，获得积
分即可获得“书香少年”参评资格。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获
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
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联合宣布，即日起启动“京
津冀安心消费课堂”系列公益活
动。活动针对装修、二手车、医美、
保险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消费领
域。在这些领域，消费者因专业知
识不足、信息不对称易陷入消费困
境的痛点，三地消协将以“精准教
育+体系化服务”为抓手，助力消费
者提升辨识能力与自我保护水平。

活动第一阶段将聚焦家装行
业，自今年 8 月起在京津冀三地同
步开展。活动通过“线上直播+线下
课堂”相结合的形式，计划举办100
场公益讲座。为增强教育的针对
性，活动将与房产中介公司、家装企
业、装饰卖场等合作，定向邀约近期
签约客户参与，实现“精准触达”。

讲座内容将围绕“家装流程
规范、规划预算管理、材料真假辨
别、隐蔽工程质量、验收技巧要
点、合同陷阱规避、取证维权方

法”等核心主题展开，帮助消费者
理清消费思路、规避风险。

除短期讲座外，活动更注重
消费教育成果的体系化建设，推
出五个延伸举措：一是建立“家装
专家库”，汇聚行业权威专家为消
费维权和消费教育提供专业支
撑；二是编制“家装消费教育规范
课件”，为家装教育提供标准化范
本；三是发布“家装避坑指南”，向
消费者免费发放实用手册；四是
设立“家装教育基地”，推动消费
教育常态化；五是成立“家装消费
维权工作站”，具体指导维权的同
时，进一步研究完善家装业服务
质量规范体系、标准。

京津冀三地消协表示，“安心
消费课堂”将以家装行业为试点，
总结成熟经验后逐步向二手车、
医美、保险等专业化程度较高的
消费领域复制推广，最终构建覆
盖多行业的系统化消费教育体
系，为消费者提供更全面、更专业
的消费知识支持。

本报讯（记者 孙乐琪）夏季
高温高湿，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
市海淀医院皮肤科近期接诊感染
性皮肤病患者数量明显增加。医
生提醒：自行不当用药可能加重病
情，如出现感染症状应及时就医。

“大夫，我皮炎又犯了。自己
上药后，不但没好，还更严重了。”王
先生自述，身上出现成片皮疹，已经
有几年的时间了，以往涂抹一点软
膏就能缓解，但这次却没见效。

经过检查，皮肤科医生发现，
王先生全身都出现了红色皮疹，
存在严重的感染风险。“自行不当
用药，加重了您的病情。”王先生
的皮疹已经“流水”了，这种情况
首先要保持创面干燥，因此不再
适合使用软膏类药物，而应对症
采用湿敷的方式用药，同时口服
抗生素及抗组胺用药控制迅速发
展的病情。

近期，海淀医院皮肤科接诊
感染性皮肤病患者也有所增加。
该科主任郑旭介绍，由于夏季高
温高湿环境容易造成细菌、真菌
等繁殖，引起毛囊皮腺堵塞，从而
引发感染。其中，真菌性皮肤病
包括癣病、汗斑等，细菌性皮肤病
包括脓疱疮、毛囊炎、疖肿、丹毒
等。“感染性皮肤病往往具有传染
性，夏季大家在运动后要及时换
衣，衣物洗后一定要晾干，不要与
他人共用拖鞋、脸盆、衣物等。”

医生提醒，冲洗15秒，就能清
除肤表70%以上的细菌，大大降低
感染风险；要勤换衣，穿透气、吸
汗、宽松的衣裤；注意适度防晒。
皮炎、湿疹等皮肤疾病患者，如自
行用药 1 周后仍不见症状缓解或
出现了更严重的继发、并发症状，
应及时就医，接受有针对性的专
业治疗。

为确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纪念活动有关飞行活动的安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市政府决
定，自 2025 年 7 月 16 日零时起至 2025 年 9 月 3 日 24 时止，将东
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门头沟等9个区的
行政区域设置为净空限制区，除为纪念活动筹办组织的相关飞行
活动以及和平鸽、气球等专项放飞活动外，禁止升放任何影响飞行
安全的物体，分段限制放飞鸟类。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在通州区养殖鸽子等鸟类动物，自2025年7月16日零时
起至9月3日24时止，每日6时至17时必须进行圈养，禁止放飞；
在其他8个区养殖鸽子等鸟类动物，自2025年8月15日零时起
至9月3日24时止，每日6时至16时必须进行圈养，禁止放飞。

二、请信鸽协会做好协会会员、公棚、俱乐部等的组织管理
工作，监督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得影响飞行安全。

三、在净空限制区内禁止升放无人机、穿越机以及风筝、气
球、孔明灯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体。

四、净空限制区所在的区政府要组织公安、城管执法、市场
监管等有关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对影响飞行安全的隐
患进行认真排查。各级军事设施保护委员会和公安、城管执法、
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要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特此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5年7月14日

京津冀三地携手开启书香夏日

自8月起率先聚焦家装行业

京津冀消协启动系列公益活动

“桑拿天”催生夏季皮肤病
医生：自行不当用药易加重病情

隐患道路变坦途 通州立标杆

北京“美丽乡村路”已超1500公里
本报记者 李博

北京专项治理十类非机动车乱象

骑电动车戴头盔将成标配
本报记者 张嘉辉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60536亿元，按不变
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二季度增长5.2%。从环比看，二季度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1.1%。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迎难而上，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生产需求
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继续增加，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投资增速放缓
不意味着投资空间收缩

上半年投资增速有所波动。对
此，盛来运说，虽然上半年投资名义增
速有所回落，但扣除物价后，固定资产
投资实际增速基本稳定，而且投资结
构在改善。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 24.9
万亿元，名义增长 2.8%。今年以来固
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 5.3%，与去年同
期相比回落0.3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全
年实际增速提升 0.5 个百分点。投资
增速回落幅度不像名义增速显示得那
么大，基本平稳，考虑到价格因素，投
资实物工作量并不低。

投资增速波动和小幅回落，既有
现实因素，也有深层次原因。盛来运
说，现实因素主要是外部环境复杂多
变、内部价格下行、企业竞争加剧，相
关市场主体投资决策更趋谨慎。从深
层次因素看，进入新发展阶段以后，发
展方式在转型，新旧动能在转变，传统
行业投资相对来讲比较饱和，一些产
能要出清，比如房地产投资今年上半
年继续下降。传统产业的调整一定程
度上在短期内会加大投资增长压力。
对投资增速的变动要全面来看待。

盛来运说，投资增速放缓不意味
着投资空间收缩，现阶段高质量发展
投资潜力非常大。要更好地按照高质
量发展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
环境，充分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持续
推动投资健康发展。

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表
现？盛来运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复
杂多变、国际经贸秩序遭受重创，不稳
定性、不确定性增加，国民经济顶压前
行、稳定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盛来运用四句话来概
括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一是“稳”的态势持续。上半年一
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运行“稳”。从
观察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来看，增长是
稳中略升，上半年GDP同比增长 5.3%，
其中一季度是5.4%，二季度是5.2%，上半
年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均提升 0.3
个百分点，去年上半年和全年GDP增长
都是5%，所以增长是稳中有升。调查失
业率总体平稳，今年以来，月度调查失业

率基本都在5.0%至5.4%区间波动，基本
是平稳的。物价低位运行，也是基本平
稳。今年以来，有几个月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CPI）同比下降0.1%，但6月由负转
正，增长0.1%，其中6月核心CPI已经回
升到 0.7%。国际收支也基本平衡，货物
贸易进出口创同期新高，外汇储备维持
在 3.2万亿美元以上。从以上四大宏观
指标看，经济运行“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二是“进”的步伐坚定。保持经济
稳定运行的同时，各地坚定不移推动经
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从数据来看，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都取得新的一些成绩。

三是“新”的动能累积。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大技术创新和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力度，新产业、新技
术、新业态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上半年，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5%，2024
年“三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18%左右，新动能在积聚。

四是“畅”的循环改善。今年以来，
为应对外部挑战，我国把做大做强国内
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支持扩大内需、促进生产、畅通
循环。从统计数据看，人流物流资金流
都在改善，上半年内需对GDP增长的贡
献率为68.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
为52%，是增长的主动力。经济运行在改
善，上半年，货运周转量同比增长 5.1%，
旅客周转量增长4.9%。央行刚刚发布了
数据，6月末M2同比增长8.3%。

上半年经济运行突出特点是“稳”

内需尤其消费成为GDP增长主动力

台湖镇唐大庄中路改造完成，通州乡村公路治理又进一步。记者 唐建/摄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在本市部分行政区域内禁止放飞、升放

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动物和其他物体的通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