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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北方的极端大风，导致沙
尘大范围传输，一路向南，跨过长江、
进入华南，最远抵达海南省的北部，形
成了近年来影响我国范围最广的一次
沙尘天气过程。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13日，
北到新疆和内蒙古、南到广东和海南，全
国 18个省份有扬沙或浮尘天气。什么
原因造成了如此大范围沙尘天气过程？
沙尘天气还将持续多久？新华社记者对
此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影响范围最广

中央气象台 13 日 6 时发布沙尘暴
蓝色预警。受地面大风和沙尘传输影
响，预计 13日 8时至 14日 8时，新疆南
部、内蒙古中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大部、
陕西北部和南部、山西西部、河北西北
部、四川盆地、重庆、贵州中部、湖北中
部、湖南大部、江西中南部、浙江西部、福
建西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
部、海南北部和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
天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饶晓琴说，
这次沙尘天气影响到这么偏南的地方还
是比较少见的。上一次沙尘如此远距离
传输，还要追溯到 2010年 3月，最远抵
达了我国的福建和台湾。

连日来，沙尘天气过程由北而南范
围逐渐扩大。

10日，中央气象台发布大风黄色预
警和沙尘暴蓝色预警，中国气象局启动
重大气象灾害（大风、雨雪、强对流、沙
尘）三级应急响应。

11日，北方地区出现大风，甘、宁、
晋、京、豫局地达到 14级至 15级。新疆
南疆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
部、华北、黄淮中西部等地出现扬沙或浮
尘天气，新疆和田、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
多斯、甘肃武威和白银、宁夏、陕西延安
和宝鸡、山西运城、河北衡水和邢台等局
地出现沙尘暴。

12 日，强劲大风继续席卷北方地
区，平均风力达到5级以上，阵风风力普

遍达到 8级至 10级，内蒙古宁晋京津冀豫吉局地风力达
到13级至 14级。大风影响下，沙尘由北向南蔓延，跨过
长江，抵达华南，南方大部地区出现浮尘天气。

三大原因使沙尘大范围扩散

“从气象监测来看，4月 10日至 13日我国中东部地
区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沙尘天气，最远传输到了重庆、
贵州、广东、广西、福建以及海南北部，普遍都观测到了扬
沙或浮尘天气。”饶晓琴说。

饶晓琴分析，造成本次大范围沙尘天气的原因主要
有三方面。首先，极端大风导致的沙尘天气强度大，达到
强沙尘暴等级，在上游沙源区的起沙量非常可观。

其次，沙尘传输高度高。在高空强风作用下，沙尘气
团移动速度快，沿偏北路径长驱直入，传输到西南、江南、
华南等地。

三是南方地区的降水结束时间早。沙尘天气基本是
追着雨跑的，降水刚结束沙尘就来了，缺少降水的清除沉
降作用，导致沙尘传输过程中沉降少，一路向南抵达了海
南北部。

本次沙尘天气影响期间，能见度降低，空气质量恶
化，对交通运输和人体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沙尘天气还将持续多久？

根据中央气象台 13 日 6 时发布的大风橙色预警，
13 日北方地区多地仍有 5 级至 7 级大风，阵风 8 级至
10级。大风较前一天有所减弱，但冷空气的影响仍在
持续。

“今天（13日），南方地区风力明显减弱，浮尘天气将
会出现较长时间滞留，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
南等地沙尘将持续到14日上午。”饶晓琴说。

气象专家提醒，沙尘影响期间应尽量减少外出，
关闭门窗；户外活动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佩戴好
口罩。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
增加9.78万亿元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吴雨）我国首季金融统计数据13

日出炉，当季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当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9.78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
位贷款增加8.66万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65.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分部门看，一季度，住户贷款增加 1.04万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8.6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58
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3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26.06万亿元，
同比增长7％；狭义货币（M1）余额113.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

另外，一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2.9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
款增加9.22万亿元。3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315.22万亿元，同
比增长6.7％。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3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为 422.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4％。一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累计为15.18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37万亿元。

一季度国家铁路
发送货物9.7亿吨

同比增长3.1％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樊曦）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季度，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9.7亿吨，
同比增长 3.1％，日均装车 17.9万车，同比增长 4.2％，为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据显示，大宗货物“公转铁”成效明显。针对疆煤外运实施
64 个“公转铁”项目，一季度疆煤外运完成 2201 万吨。针对晋南
地区 8家钢铁企业的原材料和产成品运输需求，组织北京、太原、
郑州、济南、上海局集团公司制定物流总包服务方案，促进域内大
宗货物“公转铁”运输。同时，精心组织种子、化肥、农药等春耕物
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实行优先承运，强化全程盯控，确保不误
农时。

数据还显示，货运班列开行强劲增长。一季度累计开行跨铁路
局集团公司货运班列 1.26 万列、日均装车 5000 车，同比分别增长
135％、154％，较好地服务了国内大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开好快捷
物流示范班列，实行“客车化”开行和网上订舱，确保运输时限，助力
区域经济交流互动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精心组织跨境货物运输，中
欧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中亚班列累计开行3582列，同比增长25.5％，
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货物151.3万吨，同比增长10％，有力促进了
国际经贸往来。

与此同时，铁路物流服务品质持续提升。铁路 95306“一单制”
功能和海运订舱系统正式上线运行，与航运企业扩大合作，已联合开
发铁水联运产品9个。一季度，累计发送铁水联运集装箱货物395.1
万标箱，同比增长19.4％。积极拓展铁路物流金融服务，合作银行增
至10家，已累计服务客户738家，授信融资总额185.73亿元，助力各
类企业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铁路网络货运物流平台平稳
运行，已入驻汽车 11.9 万辆，一季度完成铁路两端接取送达运量
4753万吨，同比增长 73％，促进了公铁联运高效衔接，提升了全程
物流效率。

癌症的风险因素有哪些？如何
早预防、早发现？4月13日在重庆举
行的2025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暨中
国抗癌日启动仪式上，《中国肿瘤防治
核心科普知识（2025）》正式发布，覆盖
28个瘤种、41个技术，为大众提供了
一份抗癌“实用指南”。

早预防，防患于未然

当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
数约 406.4 万例。“癌症是可防可控
的，许多癌症可以通过控制癌症危
险因素、改变生活方式等进行预防。”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吴
永忠说，希望通过核心科普知识的
发布，提高全社会癌症防控意识，营
造全民防癌抗癌的良好氛围。

戒烟是降低肺癌风险最有效措
施；黄曲霉毒素污染食物与肝癌密切
相关，不食用霉变的食物是关键预防
措施；幽门螺杆菌是明确的胃癌致病
因素，分餐制能够减少病菌在人与人
之间传播的机会……科普知识给出
了对多种癌症的预防策略。

“保持饮食均衡、加强运动、维持
健康体重是预防癌症的重点。”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腺外科主任
医师、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
田艳涛在对科普知识解读时说，均衡
饮食，多吃鱼、豆类等优质蛋白，适量
摄入乳制品，避免暴饮暴食，把体重
指数控制在正常范围内，能有效降低
肿瘤发生风险。

“重治轻防，希望渺茫，癌症防
控战略需要调整，把以疾病为中心
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以治疗为中
心转化为以预防为中心。”河南省

肿瘤医院肿瘤内科主任医师、中国
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副部长陈小
兵说。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
行动实施方案（2023—2030年）》提
出，到 2030 年，癌症防治核心知识
知晓率达到80％以上。“这不仅是数
字的跃升，更是 14亿多人共筑的生
命防线。”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樊代
明说。

早筛查，掐灭“小火苗”

“体检是防癌的‘防火墙’。”田
艳涛表示，很多肿瘤早期没有明显
症状，定期体检，通过血液、影像、胃
肠镜等检查，能发现隐藏的微小病
变，实现肿瘤的早发现、早干预，大
幅提升治疗效果。

科普知识提示，单独用一种方
法筛查容易漏诊，可以联合影像学
与肿瘤标志物检测，互补筛查。比
如肝癌筛查时可以结合肝脏形态和
甲胎蛋白检测，准确性更高。

同时，可以按高危因素分层选
择筛查方法，从而减少不必要检查，
提高效率。如长期吸烟者肺癌风险
高，需用低剂量螺旋 CT精准筛查；
有胃癌家族史的人，应结合胃镜和
幽门螺杆菌检测等。

随着技术发展，许多新技术也
逐渐被应用到肿瘤筛查中。如液体
活检实现无创筛查肿瘤痕迹，人工
智能技术可以辅助医生识别早期癌
变等。

“人工智能能够在影像分析中
减少误判，提高效率，但复杂病例及
罕见病变还需医生进行综合判断。”

田艳涛说，人工智能是帮手，最终诊
断权在医生。

早治疗，精准施策

因误信“饥饿疗法”延误治疗，
因恐惧化疗放弃生机……这些令人
痛心的现象，更加警醒我们了解治
疗癌症的科学方法、精准施策的重
要性。

科普知识介绍，在肿瘤治疗中，
可以根据个体实际情况，联合化疗、
免疫、靶向治疗等多种疗法，提高患
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治疗中需结
合患者身体状态、副作用及最新研
究数据优化方案。

当前，肿瘤治疗技术手段不断
更新。如精准放疗能“集中火力”打
击肿瘤，尽量避免伤及正常组织；机
器人手术能够通过机械臂实现更精
准的操作……田艳涛提示，不同的
治疗、手术方式各有优势，需根据病
例合理选择。

对于肿瘤患者来说，放化疗往
往会给身心带来很多痛苦。科普知
识指出，要建立心理支持与定期情
绪评估机制，提供针对性情感支持，
减轻患者心理负担，音乐干预可改
善肿瘤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康复过
程中，可以通过适度运动改善疲乏，
提升体力。

“肿瘤防治是一场需要全社会
参与的持久战，防、筛、诊、治、康环
环相扣、缺一不可。”田艳涛说，希望
用权威科普照亮肿瘤患者生的希
望，迎接更健康、更美好的明天。

新华社记者 徐鹏航 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4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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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网全力应对极端天气
20省份主网平稳运行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 戴小河）针对全国大范围极端天
气，国家电网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设备管理部门统筹调配抢修力
量物资，全力以赴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可靠供电。截至 13日 9
时，共投入 9.4 万人、2.2 万台车辆开展应急响应，配置发电机 9417
台、发电车 2412台。目前本轮大风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的 20个省
份主网总体运行平稳。

在保障民生用电最前线，各地电力公司迅速行动。4月 12日，
北京平原地区阵风风力持续加大，延庆、昌平、门头沟、房山、怀柔等
部分地区阵风 11至 13级。国网北京电力安排 4300余名应急抢修
人员携 270多台中低压发电车、350多台小型发电机在全市分区驻
扎，调派 4支 300余人的综合应急救援队伍携带照明灯塔、充电方
舱、油锯等应急装备，提前驻点布防。

国网冀北电力依托输电可视化、微气象监测、覆冰舞动监测等装
置，开展可视化不间断轮巡，组织 552支抢修队伍和 56支应急救援
基干分队，总计5200多名专业抢修人员奋战在应急抢险一线。

科技力量在此次应急响应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国网石家庄供
电公司依托无人机飞巡、超声波局放检测等技术手段，提前对需要
重点防范的 289条输配电线路开展特巡，合理预置激光炮、带电作
业等装备力量，及时消除风刮异物等各类隐患。

在持续降雪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国网
蒙东电力重点加强特高压、重要输电通道、枢纽站等特巡特护，落
实防外破、防大风、防覆冰等措施，安排特巡队伍 644 支、8052 人
次、车辆 827台次、无人机 336架，对辖区换流站、变电站、线路开展
特巡，全面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4月13日，在第五届消博会现场，小朋友和宇树科技展示的机器狗互动。
当日，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本届消博会有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

余家企业、4100余个品牌参展。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举办

共筑生命防线
这份抗癌“实用指南”请收下

春日花开艳丽，人们纷纷寻芳踏翠。4月13日，游客在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奇幻谷杜鹃花海中漫步游玩。

新华社发（谢尚国 摄）

春日寻芳画里行

金融是经济的镜像，反映着实体经济
的需求。

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主要金融
数据，首季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超 15 万亿
元、新增贷款 9.78万亿元、3月末广义货币
M2余额同比增长 7％……一个个数据展
现着金融对实体经济保持稳固支持，也折
射出实体经济需求持续回暖。

今年以来，宏观政策持续发力，金融机
构也深挖支持实体经济的潜力，带动信贷
加快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有所上行。

数据显示，3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
3.64万亿元，同比多增5470亿元；社融规模
增量为5.89万亿元，同比多增1.06万亿元。

“在金融体系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
的同时，企业、居民的资金需求出现了更多
积极变化。”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
彬表示，重大项目建设加速落地，企业有效
信贷需求回暖，消费市场亮点涌现，这些都
体现为实实在在的需求。

金融“活水”浇灌到了哪里？
数据显示，一季度企（事）业单位贷款

增加 8.66万亿元，这意味着八成以上的新
增贷款投向了企业。从贷款期限来看，六
成以上是中长期贷款，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企业融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具体来看，信贷结构不断优化，普惠
小微、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速仍保持在
10％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超
过 20％，一些资金需求旺盛的领域活力
凸显。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3月末，
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 34.8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2.2％；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1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均高于同期
各项贷款增速。

与此同时，金融系统积极助力提振消
费，消费贷款增势向好。截至2月末，工商
银行累计投放个人消费贷款超 1.7 万亿
元；农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余额较年初增
长169亿元。

今年以来，房地产政策“组合拳”持
续落地显效，房地产市场交易和社会信
心出现积极变化，部分城市回暖态势比
较明显。

这也从金融领域得到印证，一季度，住
户贷款增加 1.04万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
款增长较快。“有的分行3月个人住房贷款
发放量较上年同期大体翻了一番，提前还
款现象已有明显减少。”一家国有大行相关
人士说。

贷款利率关系着企业的融资成本，也
影响着个人的贷款负担。一季度贷款利
率保持在历史低位，助力企业和居民“轻
装上阵”。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3月份，
企业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
3.3％，比上年同期低约 45个基点；个人住
房新发放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
3.1％，比上年同期低约60个基点。

专家表示，在金融助力下，“两重”“两
新”政策对需求拉动效果持续显现，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有序实施，人工智能等新领域
实现突破……从“活水”到活力，信贷结构
不断优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添动力。

下阶段金融将如何发力？
“金融部门正多方施策、加大协同，深

挖国内有效需求，稳固支持力度。”温彬表
示，今年以来，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稳步推
进，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不断增强，我国
宏观政策还有空间和余力应对外部不确
定性。

3月底，财政部发布公告称，2025年将
发行首批特别国债5000亿元，积极支持多
家国有大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
打好政策“组合拳”，为国有大行补资本，能
够增厚银行资本安全垫，同时进一步增强
其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预计未来可撬动 4
万亿元信贷增量。

扩大内需、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日前，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的第一季度例会
提出，建议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货币信贷投放力度，研究
创设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重点支
持科技创新领域的投融资、促进消费和稳
定外贸。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社融增量超 15万亿元！
金融“活水”激发经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