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730.6 亿斤
大国粮仓根基稳固

沃野田畴传来丰收喜报：2022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730.6 亿斤，比上年增加 73.6 亿斤，增长 0.5%。粮食

产量连续 8 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阶。

看产量，夏粮产量 2948.1 亿斤，比上年增加 28.9 亿

斤。早稻产量 562.5 亿斤，比上年增加 2.1 亿斤。秋粮

产量 10220 亿斤，比上年增加 42.5 亿斤。看面积，全国

粮食播种面积 17.75 亿亩，比上年增长 0.6%，连续 3 年

增加。同时，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面积超

过 1.5 亿亩。看政策，今年中央财政直接支持粮食生产

资金 1512.6 亿元，比上年增加 155.4 亿元。继续提高小

麦、稻谷最低收购价，3 次向实际种粮农民合计发放

400 亿元一次性补贴。

大国粮仓根基稳固，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 常 钦）

8.0%
高技术制造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国产大飞机 C919 开启验证飞行，算力总规模居

全 球 前 列 ，虚 拟 现 实 产 业 规 模 化 提 速 ，生 物 经 济 发

展驶入快车道……今年以来，新产业快速成长，新动

能 持 续 壮 大 ，有 力 助 推 我 国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加 快

构建。

今年前 11 月，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8.0%，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4.2 个

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不仅展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

更成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目前，我国重点培育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增

至 45 个，拥有近 900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制

造强国建设重点领域，由点及线到面的国家制造业

创新体系加速建设。

（本报记者 韩 鑫）

5.3%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平稳

随着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全面落地见

效，有效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作用，推进重大项

目建设，加快设备更新改造，加大民营经济支持力度，

我国投资保持稳定增长。今年前 11 月，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5.3%。

投资增速保持平稳。前 11 月，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 8.9%，增速比前 10 月加快 0.2 个百分点，连续 7 个

月回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9.3%，快于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 4.0 个百分点。

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前 11 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

比增长 19.9%，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14.6 个百分点。民

生补短板投资增长较快，各方面持续加大教育、文化、

医疗等公共领域投入。前 11 月，社会领域投资同比增

长 12.5%。

（本报记者 陆娅楠）

8.6%
外贸发展稳中提质

今年以来，各地多措并举支持广大外贸企业开展

贸易促进和供采对接活动，更大力度推动外贸稳规模、

优结构。前 11 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38.34 万亿元，同

比增长 8.6%。在全球经贸复苏乏力背景下，我国外贸

依然保持平稳增长，充分展现外贸发展的强大韧性。

韧性来自于不断扩大的朋友圈。1 月 1 日，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为我国与东盟、日

本、韩国等 RCEP 成员间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提供了

广阔空间。

韧性来自于外贸主体的活力释放。前 11 月，全国

有 进 出 口 实 绩 的 民 营 企 业 49.75 万 家 ，合 计 进 出 口

1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

50.6%。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措施先后出台，有力激发

了外贸企业活力。

（本报记者 罗珊珊）

11560.9 亿元
引资规模再创新高

今年前 11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1560.9 亿

元，同比增长 9.9%，已超去年全年水平，再创新高。

生产要素齐备。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

势，产业体系配套完善的供给优势，既是重要的“世界

工厂”，也是不容错过的“世界市场”。

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外资利用水平和质量不

断提高。在创新发展带动下，今年前 11 月，高技术产

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31.1%，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同比增长 58.8%，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3.5%。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新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2022 年版）》，出台鼓励制造业吸引外资政策，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等开放

平台再扩围，有力稳住外资企业在华长期发展预期。

（本报记者 罗珊珊）

1145 万人
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面对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和疫情等超预期因素

冲击，各地区各部门全力以赴稳就业，保持就业大局总

体稳定。今年前 11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 1145 万

人，提前完成 1100 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

千方百计稳住市场主体，打好就业“组合拳”。全

面实施“降、缓、返、补”系列助企纾困政策，推广失业保

险稳岗返还和留工补助“免申即享”，推动企业吸纳就

业社保补贴政策“直补快办”……前 10 月，共支出就业

补助资金 802 亿元。

精准施策帮扶重点群体，筑牢就业“稳定器”。推

动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实

名制服务，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为高校毕

业生畅通就业路；开展“春风行动”，深化东西部劳务协

作，规范化建设零工市场，力促农民工就业稳定。

（本报记者 李心萍）

2.0%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定

物价事关经济平稳运行，事关群众衣食住行。今

年 前 11 月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CPI）平 均 同 比 上 涨

2.0%。在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形势保持平稳，实属不易。

全力抓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各地区各部门

落实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

全根基，稳定粮食产量，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多

措并举抓好稳产保供。

加大力度做好能源保供稳价。我国积极做好能源

资源生产供应保障，充分发挥煤炭“压舱石”作用，引导

煤炭价格在合理区间运行。

加强价格监测监管，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各地认

真执行阶段性调整价格补贴联动机制，截至 11 月底，

今年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 60 亿元。

（本报记者 陆娅楠）

5.25 万个
老旧小区换新颜

外墙翻新、线缆入地、道路平整，扮靓小区“面子”；

加装电梯、增加泊位、智能网联，丰富小区“里子”；增设

社区食堂、配建家政网点、引入物业服务，焕发小区“活

力”……2022 年，我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快开

工落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今年前 11 月，全国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 5.25 万

个、876 万户。各地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共提升和规整

水电气热信等各类管线 6.55 万公里，加装电梯 1.67 万

部，增设停车位 78.39 万个，增设养老托育等各类社区

服务设施 9095 个。2019 年以来，全国累计开工改造老

旧小区 16.7 万个，惠及居民超 2900 万户。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基本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

的约 21.9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的改造任务，助力更多居

民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

（本报记者 丁怡婷）

228.7 万个
5G基站多、网络覆盖广

漫步繁华都市，5G 智慧校园初具规模，远程诊断

加速落地；深入广袤山乡，高速光纤入户，直播拓展销

路；走进生产一线，千兆网络直通矿井，5G 赋能数字车

间……今年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不断取得新进展，高

质量网络体系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实底座。

网络供给能力持续跃升。截至 11 月末，5G 基站

总数达 228.7 万个，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和 96%
的 乡 镇 镇 区 实 现 5G 网 络 覆 盖 。 截 至 10 月 底 ，共 有

110 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约占所有地级市

的 1/3。

信息通信服务更加普惠。深入实施电信普遍服

务，信息高速路不断延展，截至目前，我国现有行政

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城乡“数字鸿沟”大幅

缩小。

（本报记者 韩 鑫）

黑 龙 江 北 大 荒 农 垦 集 团 赵 光 农 场 ，铲 车 在

晒场倾倒玉米。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浙江中铁装备盾构机生产基地，工人在安装

新型盾构机的部件。 龙 巍摄（新华社发）

正在建设中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船来船

往，装卸繁忙。 韩加君摄（影像中国）

华晨宝马沈阳铁西工厂车身车间，机械臂在

焊接车身。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甘肃张掖，大学毕业生在专场招聘活动现场

浏览招聘信息。 王 将摄（人民视觉）

河北遵化一家超市里，顾客在选购蔬菜。

刘满仓摄（影像中国）

福建福州鼓楼区安泰街道，老人和社区工作

者一起悬挂花灯。 谢贵明摄（影像中国）

重庆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小朋友在改造后

的社区广场玩耍。 李洪波摄（影像中国）

江西赣州蓉江新区，技术人员在安装调试 5G
信号设备。 朱海鹏摄（影像中国）

4%
养老金水平持续上调

社会保险待遇事关民生福祉。今年，相关部门坚

持做好各项社保待遇发放和调整工作，让广大参保群

众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待遇持续提高。这一年，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但养老金待遇仍持续提高，总体调整水平为 2021 年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4%，撑起企业退休人员的

幸福晚年。截至 7 月底，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调

整工作全部完成，增发养老金全部发放到位。

改革取得新突破。今年，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大幕开启，截至目前已调拨全国统筹调剂资金 2440 亿

元，支持基金困难省份养老金发放；人社部牵头主导的

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启动实施……一件件一桩桩

都是我国养老保险事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

性事件。

（本报记者 李心萍）

2022 年，是党和国家

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

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

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

安全，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保

持了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粮食产量连续 8 年站

稳 1.3 万亿斤台阶，城镇新

增 就 业 全 年 目 标 任 务 提

前完成，前 11 月进出口总

值 38.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5G 基站覆盖所有市

县城区……十组亮眼的数

据，折射出中国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展望 2023 年，让我们

勇毅前行开新局、凝心聚

力再出发。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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