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工

业经济保持平稳增长。1—5月份，全省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7%。分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0.3%，制造业增长4.3%，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2%。5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5%。

高端制造业增长较快。装备制造业同比增

长11.8%，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7.1个百分

点。创新支持力度持续加大，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0.0%，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5.3个百分点。电

子行业增加值增长13.8%，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部分传统行业增势良好。能源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9%，其中，石油行业增长3.1%，比

1—4 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煤炭行业增长

11.3%。有色行业增长15.3%，今年以来均保持

两位数增长。

能源生产稳步提升，清洁能源快速增长，为

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能源保障。

1—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1581.1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9%。

清洁电力占比持续提高。火力发电量

298.6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水力发电量

926.35亿千瓦时、增长12.3%；太阳能光伏发电

量157.45亿千瓦时、增长30.8%；风力发电量

198.66亿千瓦时、下降15.5%，降幅比1—4月收

窄3.4个百分点。发电量中清洁电力（水力发

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比重为81.1%，

较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消费潜力

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稳中有升。1—5月份，全

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173.62亿元、同比

增长3.9%，比1—4月加快0.1个百分点。按经

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

4289.77亿元、增长3.8%；乡村实现消费品零售

额883.85亿元、增长4.7%。按消费类型分，实

现商品零售额4420.34亿元、增长3.6%；餐饮收

入753.28亿元、增长5.8%。

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热度不减。数码、

家电类产品销售持续向好，限额以上单位通信

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

比分别增长66.2%、55.8%，分别比1—4月加快

0.2、10.6 个百分点；文化办公用品类增长

61.9%，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增长

105.6%，加快0.5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增长11.6%。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向好。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12.2%、6.5%；体育娱乐用品类、

金银珠宝类分别增长37.2%、3.0%，分别比1—4

月加快6.1、2.2个百分点。

大力抓好项目谋划储备、招商引资和落地

建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抓好有效投资、

产业投资、民间投资。1—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0.3%，比1—4月加快0.2个百分

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下降14.0%，第二

产业投资增长5.0%，第三产业投资下降0.1%。

基础设施投资增势良好。基础设施投资同

比增长17.1%，比1—4月加快1.2个百分点。其

中，交通投资增长21.1%，加快1个百分点；水利

投资增长10.6%，加快1.6个百分点。

能源工业投资稳定增长。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5.1%，比1—4月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能源

工业投资增长38.1%，今年以来均保持35%以

上高速增长。

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商品房销售面积同

比增长2.6%，比1—4月加快0.3个百分点；商品

房销售额531.21亿元，和去年同期持平，增速比

1—4月加快0.1个百分点。

服务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现代服务

业引领作用持续增强。1—4月份，全省规模以

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189.54亿元、同比增

长1.1%，比1—3月加快0.5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增长较快。信息传输、商务服

务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1—4月份，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2%和7.2%，其中，互

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53.4%，保持高速增长

势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9.7%。现代

物流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多式联运和运输代

理业、装卸搬运和仓储业分别增长 12.2%、

28.1%，分别比1—3月加快8.9、4.2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罗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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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供水安全
是如何保障的

作为高层住户用水的重要来源，

二次供水的水质安全与千家万户的

健康息息相关，一直是社会关注的

热点。近日，记者采访了昆明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卫生科周卫

民，邀请他为大家普及二次供水的

相关知识。

二次供水是指单位或个人将城

市公共供水或自建设施供水经储存、

加压，通过管道再供用户使用的供水

形式。根据建设部的规定，城市供水

管网服务水压通常仅能满足4至5层

楼用水需求，为保障高层住户正常用

水，需通过二次加压设施实现供水。

泵房、水池（箱）、水泵、阀门、电控装

置、消毒设备、压力水容器及供水管

道等，均属于二次供水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

相比原水供水，二次供水水质更

容易被污染？在卫生方面，对二次供

水设施有哪些严格要求？

对此，周卫民作出了解答：相比

原水供水，二次供水因增加了储存、

加压等环节，存在一定的水质污染风

险，所以在卫生规范上要求十分严

格。例如，二次供水设施周围应保持

环境整洁，要有良好的排水条件，保

证供水设施运转正常；饮用水箱或蓄

水池必须专用且无渗漏，设置在建筑

物内的水箱，其顶部与屋顶的距离要

大于80厘米，水箱需配备透气管和

罩，入孔不仅要满足内部清洗消毒工

作需要，还得有盖或门，并高出水箱

面5厘米以上且有上锁装置。此外，

水箱的材质和内壁涂料必须无毒无

害，不影响水的感观性状，使用的涉

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一定要具有

卫生许可批件。

二次供水设施的日常运行、维

护、清洗、消毒和安全保障，由供水设

施产权单位（人）或者其委托的管理

单位负责。日常卫生管理需要注意

以下内容：首先，责任单位要建立完

善的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制度，安排专

（兼）职人员负责设施的维护和管理，

定期开展巡查并做好工作记录。其

次，管理单位必须办理设施的卫生许

可证，并按期审核；直接从事二次供

水供、管水人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健

康检查和卫生知识培训，持证上岗。

再者，每半年要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

一次清洗、消毒，并委托有资质的机

构进行水质检测，确保水质符合国家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一旦二次供

水水质受到污染或者出现异常，应当

立即采取控制措施，消除污染，同时

报告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并协助

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周卫民表示，市民可以关注小区

是否落实了信息公示，正规管理的小

区会将二次供水卫生许可证复印件、

水质检测结果、供管水人员健康证复

印件、卫生管理工作制度等在醒目位

置进行公示。如果对水质有疑虑，也

可以向小区物业或相关管理部门咨询

了解具体情况。

本报记者 陶彦然

6月20日，云南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1—5月份经济运行情况。随
着政策组合效应持续释放，1—5月份，全省经济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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