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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的精神震撼心灵，榜样的力量催人
奋进。7 月 15 日至 21 日，“我们的胡佩兰、
永远的胡佩兰”——胡佩兰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走进青海、四川两省巡回报告。连日
来，无论是在“世界屋脊”，还是在“天府之
国”，“百岁仁医”胡佩兰老人的先进事迹都
引起了强烈反响。

昨日，报告团回到郑州，准备赴辽宁、上
海巡讲。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报告团成
员，听他们深情讲述胡佩兰老人的感人故
事。

长子胡大一：
“母亲把时间都留给了病人”
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胡大一教授，作为

胡佩兰老人的长子，和母亲的感情尤为深
厚。

“母亲这辈子，最离不开的，是她的病
人。”谈及母亲，胡大一愧疚地说，在北京生
活 50 年了，而母亲来北京的次数屈指可
数。每次劝母亲来北京，可以说是软硬兼
施，但母亲就是不点头，说什么也不答应。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母亲突然打电话给
胡大一，说她想好了，再干两年，正好70年，
就彻底退休，来北京找他。他心里明白，这
是母亲的“缓兵之计”，只要在郑州有她的病
人，甭说两年，3年后她也未必会来北京。

从记事起，母亲的生活就离不开给病人
看病，听到周围的人说母亲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她对病人是真好。”胡大一说：“没见过
母亲对病人发脾气，对病人失去耐心。”

“刚开始，我真的不理解，直到后来自己
也成了一名医生，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当医
生，就要时刻想着病人；当医生，就要心里装
着病人。”胡大一深情回忆，1947年夏天，母
亲在潢川行医，身怀六甲。遇上一个难产孕
妇，她不顾身子不方便，跟着病人家属就往
信阳赶。当时正下大雨，道路非常难走，汽
车也翻到了路边，忙乱之中，司机一不留神
踢到母亲。母亲忍着疼痛，坚持抢救病人，
终于把母子两条命给保住了。可当天夜里，
不足7个月的二弟提前诞生了。

“母亲常说，当医生看病人要感情投入，
要将心比心。看病要把心掏给病人，病人也
会将心比心，理解医生。”胡大一说，母亲当
了一辈子医生，坐诊时，始终坚持不看完病
人不回家。她从来不允许自己的亲属，在她
给病人看病时打扰她。更让他尊敬的是，母
亲对病人的好，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或
恩赐，而是对病人的责任心和爱心。

“母亲没有当过学会主委，也不是博士
生导师，但她热爱临床工作，把时间都留给
病人。”胡大一说，每次看见母亲埋头写病
历、记笔记，脸贴着脸给病人问诊检查，对他
的触动都特别深。“我给人看病，可以坐着
看，不用反复起来做检查；母亲给人看病，要
完成大量累人的妇科检查，比我辛苦得多。”

“我将继承母亲的精神，做一个对得起
病人、对得住自己良心的好医生。”胡大一
说，母亲对病人的一腔赤诚之心，诠释了医
学的真谛，也是留给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正如“感动中国”对母亲的颁奖辞所说的那
样，“开的是药，给的是情；看的是病，救的是
心”。

学生唐利平：
“为病人燃烧生命”
5 个多月了，每次打开手机，胡佩兰老

人的学生唐利平，看到屏保上和老师的合影
照，鼻子总是酸酸的。

那是8年前她和老师在照相馆拍摄的，
也是唯一一张和老师的合影照，老师还特意
让写上——“师徒情深”。

每次看到这张合影，就让唐利平想起老
师一辈子为病人燃烧生命的人生轨迹。

28年前，唐利平大学毕业，想拜胡佩兰
为师。唐利平说，第一次见到老师就让她惊
讶不已：那天上午老师一共看了46位病人，
都是直呼名字。更让她感叹的是，在拨打病
人电话时，老师不需要电话本，而是都记在
了心里。

唐利平说，为了每天能在8点半赶到诊
室，老师常常5点起床，简单吃点儿饭，就窝
在沙发上，紧盯着电话。那个电话中有她和
司机的约定，只要电话响三声，她就下去。
遇到天气不好，劝她别去了。可老师一听就
生气了：“这样的天气，病人还来找，说明他
们很着急，我咋能不去呢。”

18年前，老师上门给一位病人看病，下
楼梯时不小心滑倒了，摔断了三根肋骨，80
多岁高龄的老师常常痛苦呻吟着，身子蜷缩
成一团。可是一有病人打听着来找她看病，
她马上就平静下来。

近十年来，老师患有多种疾病，腰痛、骨
质疏松，腰间还缠着30厘米宽的钢板，但仍
坚持出诊。2009年11月，下了一场雪，积雪
足有几十厘米厚，可老师仍要去坐诊，无奈
她们只得用轮椅推着老师，踏着厚厚的积雪
艰难行走。刮风下雨的时候，有时司机去晚
了，老师就会叫上保姆，一块冒雨到医院
去。下班回家若有人来看病，她还马上折
回。有一天，她在路上往返了三趟。

最近几年，老师90多岁了，每次给病人
治疗、做检查，总要费很大的劲儿，我们就劝
她由学生来做这些检查。老师却说，病人大
老远跑来，自己做检查，心里有底，对得起病
人。

在离世的前两天，老师茶饭不思，身体
极度虚弱，但一说起病人病情时，老师马上
就来了精神。弥留之际，老师双手摸摸索索
地拉过床边的白大褂，捋了捋两边的衣袖，
将两支胳膊伸出来，示意学生们给她穿上
……

唐利平泪眼婆娑地说：“第一次见面，老

师就嘱咐她，要是只想着挣钱，就不用跟着
她了；要真想着学医、治病救人，就留下来。
如今，我多想每天陪着老师看完最后一个病
人，多想再听到一句‘病人看完了，咱回家吧
’”！

患者陈红：
“老人待我比亲娘还亲”
对于患者陈红来说，要是没有胡佩兰老

人，可能20年前她就不在人世了，更没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

1994年秋天，结婚多年不孕的陈红，好
不容易怀上了，却不幸意外流产。流产后不
断出血，在乡下治疗不见好转。

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差，这种流产出血
是能死人的。“我不能死，不能死啊。”就在快
绝望的时候，邻家大嫂对她说：“妹子，赶快
去城里找胡佩兰医生啊，她是个活菩萨，肯
定能救你。”

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赶紧往城
里赶。因为不熟悉路，赶到时，老人已下班
了，她忙拉住一位穿白大褂人的手，上气不
接下气地说：“医生，快告诉我胡佩兰的家在
哪儿？我是找她救命的呀。”

找到老人的家，保姆说老人忙了一天正
在休息。她的心一凉，像掉进了冰窟窿。这
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过来说：“闺女，
是找我看病的吧？快进。”

这位老人就是胡佩兰。看到她脸色蜡
黄，裤子上、手上全是血，老人拉着她就往外
走：“闺女，别害怕；走，咱们赶紧去医院，打
车去。”一路上，老人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
宽慰她：“这个病只要治疗及时，要不了命，
做个清宫手术就行了。”

到了医院，老人没让挂号、缴费，直接进
了手术室，仅半个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晚
上 9 时，老人又提着饭盒来到病房给她送
饭。此后，老人开始给陈红调理身体。看完
病，老人还请她去家里做客，让人给她包饺
子吃。临走时，给了她一大包补品。

3 年后，陈红生下个大胖儿子，生活也
一天天好起来了，家里准备把老房子翻新。
去看望老人时，她不经意就说了出来。没过
几天，老人让她过去，把一万块钱塞到她怀
里说：“闺女，盖房子可是个大事儿，得花钱，
你别太忧虑了，这点儿钱你拿着。”

“除了娘对闺女，还有谁能这么贴心？”
陈红说，可这声“娘”，她最终没有当着老人
的面喊出来。

这么多年来，去看望老人，陈红从来没
有给她带过像样的礼物，只有那些从田间地
头挖的野菜。老人见了高兴，说：“这个好
啊，绿色、纯天然。”

今年清明节，她带着孩子来到老人墓
前，把精挑细选的野菜供上，扑通一声跪下：

“娘，闺女看您来。这么多年来，我没能叫您
一声娘，您待我比亲娘还亲。”

社区医生陈启明：
“敢担当的妙手仁医”
“在我眼里，她是老师，是前辈，更是一

位妙手回春的大医。”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陈启明说，28年前，听说胡佩兰老
人退休了，于是登门恳请老人到社区坐诊。

“你请我去，目的是啥？”老人问：“要是
叫我去看病，我就去；要是叫我去挣钱，那我
就不去了”

“大庙靠庙，小庙靠神。”陈启明说，老人
来后，医院妇产科各种疑难杂症都能治了，
就连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子宫全切手术也可
以做。

2007 年，3519 工厂破产，医院拆迁，压
力很大。“胡主任，医院现在连工资都发不下
来，我真不想干了。”在医院生死存亡的关键
时刻，陈启明把困难告诉了老人。老人鼓励
他说：“别放弃，只要病人来，咱就要坚持下
去；只要能给病人看病，我就永远跟着你。”

有了老人的这句话，陈启明信心百倍。
就这样，靠租来的房子组建了现在的中心，
队伍不但没有散，反而增加了一倍，业务科
室比以前更红火了。

陈启明常感叹：“能与老人共事 20 多
年，真是最大的荣幸。”让他记忆更深刻的
是，1990年的一天，听说老人收了一位宫外
孕病人，他有点担心，因为宫外孕是很危险
的疾病，一旦大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

刚到病房几分钟，病人红润的脸庞就开
始变白了。“是不是大出血了？”他的心立即
提到了嗓子眼儿：“主任，转诊吧。”老人却严
肃地说：“转诊，到不了医院人就没了。准备
手术，一切责任，我承担！”

他被老人敢于承担风险的精神震住了，
立即通知麻醉师，让病人进手术室。当把病
人的腹膜切开时，鲜血哗地涌出来，他急得
满头大汗。

就在这时，老人从容地把手伸进病人腹
腔里，果断地说：“捏住了，抽血吧。”原来，在
血呼啦的腹腔里，老人一下子就捏住了输卵
管上的出血点。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一传十，十传
百，病人越来越多。为满足病人的需求，老
人从每周坐诊改成了6天，平均一天看30来
个病人，最多一天看了70多个。

如今，老人走了，却在病人心里留下了
永远的温暖。她的学生、她的儿子，以及更
多的医生志愿者，汇聚在“胡佩兰爱心诊
室”，传承着老人的医者仁心。

大医有魂，生生不息。陈启明说：“老人
在这里一干 28年，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
今年64岁了，还没有退休，但也准备像老人
一样，干上一辈子。”

“在我眼里，她是老师，
是前辈，更是一位妙手回春
的大医。”建中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陈启明说，28
年前，听说胡佩兰老人退休
了，于是登门恳请老人到社
区坐诊。

“ 你 请 我 去 ，目 的 是
啥？”老人问，“要是叫我去
看病，我就去；要是叫我去
挣钱，那我就不去了。”

陈启明说，老人来后，
医院妇产科各种疑难杂症
都能治了，就连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子宫全切手术也可
以做。

2007 年 ，医 院 拆 迁 ，
压力很大。“现在连工资
都发不下来，我真不想干
了。”在医院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陈启明把困难
告 诉 了 老 人 。 老 人 鼓 励
他说：“别放弃，只要病人
来，咱就要坚持下去；只
要能给病人看病，我就永
远跟着你。”

有了老人的这句话，陈
启明信心百倍。就这样，靠
租来的房子组建了现在的
中心，队伍不但没有散，反
而增加了一倍，业务科室比
以前更红火了。

陈启明常感叹：“能与
老人共事 20 多年，真是最
大的荣幸。”让他记忆更深
刻的是，1990 年的一天，听
说老人收了一位宫外孕病
人，他有点担心，因为宫外
孕是很危险的疾病，一旦大
出血，随时有生命危险。

刚到病房几分钟，病人
红 润 的 脸 庞 就 开 始 变 白
了。“是不是大出血了？”他
的心立即提到了嗓子眼儿：

“主任，转诊吧。”老人却严
肃地说：“转诊，到不了医院
人就没了。准备手术，一切
责任，我承担！”

他被老人敢于承担风
险的精神震住了，立即通知
麻醉师，让病人进手术室。
当把病人的腹膜切开时，鲜
血哗地涌出来，他急得满头
大汗。

就在这时，老人从容地
把手伸进病人腹腔里，果断
地说：“捏住了，抽血吧。”原
来，在血呼呼的腹腔里，老
人一下子就捏住了输卵管
上的出血点。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
德，一传十，十传百，病人
越来越多。为满足病人的
需求，老人从每周坐诊改
成了6天，平均一天看30来
个病人，最多一天看了 70
多个。

如今，老人走了，却在
病人心里留下了永远的温
暖。她的学生、她的儿子，
以及更多的医生志愿者，汇
聚在“胡佩兰爱心诊室”，传
承着老人的医者仁心。

大医有魂，生生不息。
陈启明说：“老人在这里一
干 28 年，直到生命最后一
刻。我今年 64 岁了，还没
有退休，也准备像老人一
样，干上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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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报告团回到郑州，准备赴辽宁、上海巡讲。借此机会，记者采访了报告团成员，听

他们深情讲述胡佩兰老人的感人故事。

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胡大一
教授，作为胡佩兰老人的长子，和
母亲的感情尤为深厚。

“母亲这辈子，最离不开的，
是她的病人。”谈及母亲，胡大一
愧疚地说，在北京生活50年了，而
母亲来北京的次数屈指可数。每
次劝母亲来北京，可以说是软硬
兼施，但母亲就是不点头，说什么
也不答应。

两年前的一个早上，母亲突
然打电话给胡大一，说她想好了，
再干两年，正好 70 年，就彻底退
休，来北京找他。他心里明白，这
是母亲的“缓兵之计”，只要在郑
州有她的病人，甭说两年，3 年后
她也未必会来北京。

从记事起，母亲的生活就离不
开给病人看病，听到周围的人说母
亲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对病人是
真好。”胡大一说：“没见过母亲对病
人发脾气，对病人失去耐心。”

“刚开始，我真的不理解，直
到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医生，才
真正理解了母亲。当医生，就要时
刻想着病人；当医生，就要心里装
着病人。”胡大一深情回忆，1947年
夏天，母亲在潢川行医，身怀六
甲。遇上一个难产孕妇，她不顾身
子不方便，跟着病人家属就往信阳
赶。当时正下大雨，道路非常难
走，汽车也翻到了路边，忙乱之中，
司机一不留神踢到母亲。母亲忍
着疼痛，坚持抢救病人，终于把母
子两条命给保住了。可当天夜里，
不足7个月的二弟提前诞生了。

“母亲常说，当医生看病人要
感情投入，要将心比心。看病要
把心掏给病人，病人也会将心比
心，理解医生。”胡大一说，母亲当
了一辈子医生，坐诊时，始终坚持
不看完病人不回家。她从来不允
许自己的亲属，在她给病人看病
时打扰她。更让他尊敬的是，母
亲对病人的好，不是一种居高临
下的俯视或恩赐，而是对病人的
责任心和爱心。

“母亲没有当过学会主委，也
不是博士生导师，但她热爱临床工
作，把时间都留给了病人。”胡大一
说，每次看见母亲埋头写病历、记
笔记，脸贴着脸给病人问诊检查，
对他的触动都特别深。“我给人看
病，可以坐着看，不用反复起来做
检查；母亲给人看病，要完成大量
累人的妇科检查，比我辛苦得多。”

“我将继承母亲的精神，做一
个对得起病人、对得住自己良心的
好医生。”胡大一说，母亲对病人的
一腔赤诚之心，诠释了医学的真
谛，也是留给他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正如“感动中国”对母亲的颁
奖辞所说的那样，“看的是病，救的
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

每次打开手机，胡佩兰老人的学生唐
利平看到屏保上和老师的合影照，鼻子总
是酸酸的。

那是 8 年前她和老师在照相馆拍摄
的，也是唯一一张和老师的合影照，老师还
特意让写上——“师徒情深”。

每次看到这张合影，就让唐利平想起
老师一辈子为病人燃烧生命的人生轨迹。

28年前，唐利平大学毕业，想拜胡佩兰
为师。唐利平说，第一次见到老师就让她
惊讶不已：那天上午老师一共看了 46位病
人，都是直呼名字。更让她感叹的是，在拨
打病人电话时，老师不需要电话本，而是都
记在了心里。

唐利平说，为了每天能在 8 点半赶到
诊室，老师常常 5 点起床，简单吃点儿饭，
就窝在沙发上，紧盯着电话。那个电话中
有她和司机的约定，只要电话响三声，她就
下去。遇到天气不好，劝她别去了。可老
师一听就生气了：“这样的天气，病人还来
找，说明他们很着急，我咋能不去呢。”

18年前，老师上门给一位病人看病，下
楼梯时不小心滑倒了，摔断了三根肋骨，80
多岁高龄的老师常常痛苦呻吟着，身子蜷
缩成一团。可是一有病人打听着来找她看

病，她马上就平静下来。
近十年来，老师患有多种疾病，腰痛、骨

质疏松，腰间还缠着30厘米宽的钢板，但仍
坚持出诊。2009 年 11 月，下了一场雪，积
雪足有几十厘米厚，可老师仍要去坐诊，无
奈她们只得用轮椅推着老师，踏着厚厚的
积雪艰难行走。刮风下雨的时候，有时司
机去晚了，老师就会叫上保姆，一块儿冒雨
到医院去。下班回家若有人来看病，她还
马上折回。有一天，她在路上往返了三趟。

最近几年，老师90多岁了，每次给病人
治疗、做检查，总要费很大的劲儿，大家就劝
她由学生来检查。老师却说，病人大老远
跑来，自己做检查，心里有底，对得起病人。

在离世的前两天，老师茶饭不思，身
体极度虚弱，但一说起病人病情时，老师
马上就来了精神。弥留之际，老师双手摸
摸索索地拉过床边的白大褂，捋了捋两边
的衣袖，将两只胳膊伸出来，示意学生们
给她穿上……

唐利平泪眼婆娑地说：“第一次见面，老
师就嘱咐我，要是只想着挣钱，就不用跟着她
了；要真想着学医、治病救人，就留下来。如
今，我多想每天陪着老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
多想再听到一句‘病人看完了，咱回家吧’！”

对于患者陈红来说，要是没有胡佩兰
老人，可能20年前她就不在人世了，更没有
今天的幸福生活。

1994年秋天，结婚多年不孕的陈红，好
不容易怀上了，却不幸意外流产。流产后不
断出血，在乡下治疗不见好转。

那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差，这种流产出血
是能死人的。“我不能死，不能死啊。”就在快
绝望的时候，邻家大嫂对她说：“妹子，赶快去
城里找胡佩兰医生啊，她是个活菩萨，肯定能
救你。”

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赶紧往
城里赶。因为不熟悉路，赶到时，老人已下
班了，她忙拉住一位穿白大褂人的手，上气
不接下气地说：“医生，快告诉我胡佩兰的
家在哪儿？我是找她救命的呀。”

找到老人的家，保姆说老人忙了一天
正在休息。她的心一凉，像掉进了冰窟
窿。这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过来说：

“闺女，是找我看病的吧？快进。”
这位老人就是胡佩兰。看到她脸色蜡

黄，裤子上、手上全是血，老人拉着她就往
外走：“闺女，别害怕；走，咱们赶紧去医院，
打车去。”一路上，老人一直紧紧握着她的
手，宽慰她：“这个病只要治疗及时，要不了

命，做个清宫手术就行了。”
到了医院，老人没让挂号、缴费，直接进

了手术室，仅半个小时，手术就完成了。晚上
9时，老人又提着饭盒来到病房给她送饭。此
后，老人开始给陈红调理身体。看完病，老人
还请她去家里做客，让人给她包饺子吃。临
走时，给了她一大包补品。

3年后，陈红生下个大胖儿子，生活也
一天天好起来了，家里准备把老房子翻
新。去看望老人时，她不经意就说了出
来。没过几天，老人让她过去，把一万块
钱塞到她怀里说：“闺女，盖房子可是个大
事儿，得花钱，你别太忧虑了，这点儿钱你
拿着。”

“除了娘对闺女，还有谁能这么贴心？”
陈红说，可这声“娘”，她最终没有当着老人
的面喊出来。

这么多年来，去看望老人，陈红从来没
有给她带过像样的礼物，只有那些从田间
地头挖的野菜。老人见了高兴，说：“这个
好啊，绿色、纯天然。”

今年清明节，她带着孩子来到老人墓
前，把精挑细选的野菜供上，扑通一声跪
下：“娘，闺女看您来了。这么多年来，我没
能叫您一声娘，您待我比亲娘还亲。”

我省拟组建
国际会展集团
筹建河南会展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王烨）昨日，记者从省会展业
商会召开的推进河南会展经济快速发展专题座谈会上获悉，
该商会拟牵头在郑组建河南国际会展集团，把全省展会资源、
会议资源和商务资源三大板块整合连片，推动会展业合纵连
横、组合发展，推进郑州区域性会展中心建设。

据了解，除了谋划组建集团，该商会还计划筹备建立河南
会展产业园，逐步引进和培育竞争力强的大型会展公司，培育
一批自有品牌展会。园区内将引入展品运输、会议接待、餐饮
娱乐、宾馆酒店等与会展业配套的服务企业，并在产业园区建
设会展业专业人才培训基地。

下一步，我省会展业还将着力提升河南农产品、汽车零部
件、糖酒副食品、服装皮革、医药器械、工业装备、物流运输等
专业会展的办展档次和规模，争取三至五年内打造一批具有
河南特色、国内知名、国际水准的专业品牌展会。在人才培育
上，相关部门将吸收一批拥有国际展馆管理经验、展览策划及
会展组织经验的行业资深人士，创建专业展览策划、办展机构
和团队，为全省会展业发展融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及国际
化运作思路。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刘招）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信息，上半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增速较1~5月加
快0.6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累计增速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

上半年，我市工业增速总体呈现出前低后高、平稳回升态
势。1~2月份，工业增速为 7.1%，创近 5年新低。一季度提高
到9.5%，1~4月份提高到9.8%，上半年回升至10%。39个工业
行业大类中，除煤炭开采和洗选、烟草、木材加工等 7个行业
同比下降外，其余32个均保持增长，增长面达82.1%。其中22
个行业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4个行业增速较上年同期加
快。主要产品产量增速有升有降。全市重点监测的 40种产
品有26种产量同比增长，占65%。工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增
速基本平稳。1~5月，全市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0%，
工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7.7%。同时工业发展的下行压力依
然存在，上半年工业增速较 2013年上半年增速仍回落 0.8个
百分点，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利润增长低于全省
1.2个百分点。

与上半年工业增长平稳回升态势相对应，工业生产的重
要关联性指标也逐渐改善。工业用电量降幅收窄，工业税收
增速回升。

全市重点打造的七大主导产业，成为工业增长当仁不让
的主力军。上半年，七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8%，占
全市工业的比重为 69%，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79.7%，
拉动全市工业增长8个百分点。

工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加快。五大高技术产业与六大高
载能行业一升一降，七大主导产业比重稳步提高。

上半年，全市工业有利好也有挑战，大型企业增长乏力，
拉动作用减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仍面临转型升级困境；工业
投资持续低迷，发展后劲不足；资金压力制约企业扩大生产
等，均成为我市工业下一步发展中需要破解的难题。

全市引进境内外
资金逾840亿元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王烨）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获
悉，今年上半年，全市共引进境内外资金843.1亿元，同比增长
0.4％，约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34.8%。

据了解，上半年，全市实际利用外资预计完成 11.63亿美
元，同比下降41.7％，占全年目标的35.7%。从投资领域看，实
际到位前 5位的行业是制造业、房地产业、农林牧渔业、能源
供应业、商贸服务业。

上半年，全市引进域外境内资金 770.99亿元，同比增长
7.71％，占全年目标的 50.72%。其中，引进省外境内资金
656.43亿元，同比增长19.62%，完成全年目标的54.93%。

从投资领域看，实际到位省外资金前 5位的行业依次是
房地产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
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仓储和邮政服务业，合计资金694.3亿元，
占到位资金总额的 90.1%。较之去年同期，房地产业进资增
长16.3%，增资最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进资增长73%，增
幅最大。

服务业增加值
完成1317亿元

本报讯（记者 刘招）昨日，记者从市发改委服务业处获
悉，上半年，全市服务业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增加值完成
1317.8亿元，同比增长8.6%。

增速较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42.1%，较去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服务业投
资高位平稳运行，上半年全市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1675.3亿元，同比增长33.2%，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4.7个百分
点，高于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0.8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的69.2%；服务业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基础设施
投资占比达到55%，较去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上半年，物流业实现增加值148亿元，同比增长8%，较去
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商贸业完成增加值331.4亿元，同比
增长7.7%，较去年同期提高4.3个百分点；金融业增加值完成
282亿元，同比增长14.2%，较去年同期下降12.5个百分点；高
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85亿元，同比增长 10%，较去年同期
提高 1.7个百分点。其中，17个服务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 160亿元，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400亿元，基础设施投资完
成19亿元，累计融资75亿元，新开工项目28个。

半年数据速递半年数据速递

郑 州 工 业 累 计
增速首现两位数
七大主导产业贡献近八成

本报讯（记者 成燕 实习生
王烨）昨日，市商务局发布的市
场运行监测结果显示：上周，纳
入该局监测范围的 51 种商品中，
五成价格下跌。其中蔬菜价格
震荡下调，受三伏天影响，鸡蛋
价格小幅上涨，粮油和猪肉价格
总体持稳。

蔬菜批发价格震荡回落。被
监测的18种蔬菜综合批发均价为
3 元/公斤，周环比下降 2.6%。本
地蔬菜上市量较大，上市品种增
多，价格持续下行。例如：中牟本
地西红柿价格已下降到 0.2~0.4
元/斤；本地冬瓜价格也已经低到

0.2~0.35元/斤。目前，冬瓜、紫长
茄、西红柿、青茄等价格偏低，主
要原因一是由于往年同期上述蔬
菜价格较高，今年本地农户扎堆
种植，产地供大于求；二是部分蔬
菜质量参差不齐，卖不上价；三是
扎堆上市，造成部分蔬菜品种短
期内供大于求，价格过低。预计

今后一段时期我市蔬菜价格仍将
小幅震荡。

高温天气下鸡蛋价格走高。
鸡蛋零售均价为 9.86 元/公斤，环
比上涨 1.5%；白条鸡零售均价为
13.62元/公斤，环比持平。受高温
天气影响，蛋鸡产量下降，养殖成
本上升，鸡蛋价格持续走高；白条

鸡消费需求减弱，禽类价格稳中
走弱。预计短期内我市禽蛋价格
涨跌互现的局面仍将持续。

桶装食用油价格环比持平。
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为 17.17 元/
升，环比持平。其中：大豆油、花
生油、菜籽油和调和油的零售价
格分别为12.91元/升、25.47元/升、

15.78 元/升和 14.53 元/升。食用
油市场供求平稳，预计短期内我
市食用油价仍将维稳运行。

粮食的零售价格保持平稳。
粮食零售价格为 5.53 元/公斤，环
比持平。夏收过后，新粮上市，加
上因天气炎热，消费者终端需求
较弱，预计后期我市粮价将平稳
走低。

猪肉价格总体持稳。猪肉的
零售价格为 23.84 元/公斤，环比
持平。近期天气炎热，肉类终端
消费减弱，猪肉价格弱稳运行，预
计三伏期间我市猪肉价格仍将保
持稳定。

上周生活必需品半数价跌
蔬蛋小幅震荡 粮油肉总体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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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陈红：“老人待我比亲娘还亲”

“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上，白岩松对话胡佩兰。

胡佩兰接过证书，成为我市年龄最大志愿者。

胡佩兰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