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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今年一季度，美国、欧元区、日

本、巴西 GDP 同比分别增长 1.8%、1%、1.9%、

4%，即便考虑到二季度情况，上半年中国经济

增速仍然是主要经济体中较快的，为全球经

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付凌晖说。

结构改善，动能不断优化。从需求看，经

济增长由去年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为主，转

为以消费和投资拉动为主。上半年，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明显

上升。从生产看，经济增长由去年以工业推

动为主，转为服务业和工业共同推动。上半

年 ，服 务 业 增 长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超 过

60%，大幅增加。

创新驱动，发展方式转变。新动能持续

增 长 。 上 半 年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2.5%。绿色转型成效明显。上半年，整体空

气质量优良率保持较高水平；国家地表水考

核断面中，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同比上升 2.1 个

百分点。同时，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升，上半

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0.4%。

扩大开放，贸易结构优化。上半年，我国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1%，其中附加值

较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上升到 65.5%。

与此同时，粮食能源安全得到巩固。今年

以来，各方面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夏粮生产

在收获时期尽管遭遇“烂场雨”的不利影响，但

仍然实现丰收，产量居历史第二高位。能源保

供持续加强，上半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同比增

长 2.7%，其中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增长

4.4%、2.1%、5.4%，有力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

看内需：消费新动能
发展壮大，投资结构持续
优化
空间广阔的内需市场，为中国经济提供

了巨大舞台。上半年，消费场景拓展，促消费

政策落地显效，居民消费稳步扩大，市场销售

增长加快。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出行类和接触型消

费增势较好。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

消费支出同比增长 12.7%，明显快于全部消费

支出增速。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21.4%；营

业性客运量同比增长 56.3%。

商品销售稳定增长，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

较快。上半年，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其

中，金银珠宝类、体育娱乐用品类等升级类商

品的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7.5%、10.5%。

消费新动能发展壮大，绿色消费、数字化

消费扩大。上半年，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超

过 300 万辆，同比增长 37.3%；限额以上单位

低能耗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同比增

速超过 20%。直播带货、即时零售等新型商

业模式带动增强，网上零售较快增长，上半

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0.8%。

文化娱乐消费潜力释放，乡村市场发展

向好。体育赛事、演唱会、戏剧表演等文体活

动增多。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

出同比名义增长 38.5%；全国电影票房同比增

长 52.9%，观影人次增长 51.8%。乡村消费市

场持续活跃，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

增长 8.4%，增长快于城镇。

“消费潜力巨大、消费能力逐步提升、消费

环境继续改善，从全年来看，支撑消费增长的有

利条件较多，消费有望继续扩大。”付凌晖说。

投 资 也 是 扩 大 内 需 的 重 要 领 域 。 上 半

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8%，投资结构继

续优化。

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上半年，基础

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2%，其中铁路运输业、水

利管理业投资分别增长 20.5%和 9.6%。

制造业投资持续增长。上半年，制造业

投资同比增长 6%，其中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

14.4%，对制造业投资增长支撑作用明显。上

半年，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

资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38.9%。

创新投资增势较好。上半年，高技术产

业投资同比增长 12.5%，明显快于全部投资增

长；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投资同

比分别增长 51.6%和 46.3%。

新兴领域投资扩大。随着经济数字化转

型持续深入，相关投资保持较快增长。上半

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商务服务投

资分别增长 14.2%、22.2%。

“尽管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投资

增长有所放缓，但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对未来

发展支撑稳步提升。”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

继续发挥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引导作用，有

效带动激发民间投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

升投资效益。

看产业：产业升级
稳步推进，服务业恢复
明显加快
今年以来，随着市场需求逐步恢复，做优

做强实体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各项措

施显效，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结构持

续优化，新动能逐步壮大。

工业生产逐步恢复。上半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比一季度加

快 0.8 个百分点；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6
个行业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 63.4%。

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工业生产技术密集

程度持续提高，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6.5%，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2.7 个百

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 53.9%。

高端制造业增长较快。上半年，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9%；半导

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及机电组

建设备制造同比分别增长 30.9%和 46.5%。

绿色转型成效显现。新能源汽车行业发

展向好，带动相关产品较快增长。上半年，新

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35%，锂离子动力电

池、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46.4%和

53.1%。清洁能源行业相关产品较快增长。上

半年，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组、水轮发电机组

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4.5%、48.1%和 32.3%。

从盈利状况看，1 至 5 月，规上工业利润

降幅比 1 至 4 月收窄 1.8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月

改善。其中，装备等制造业利润持续恢复，电

气水行业利润快速增长。“当前工业生产稳步

恢复，发展质量继续提升，但工业产销衔接水

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付凌晖认为，下阶段，

工业经济恢复的基础将不断巩固，工业企业

的盈利状况有望继续改善。

今年以来，服务业恢复明显加快。上半

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成为经济增

长中的突出亮点。6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

数为 52.8%，连续 6 个月处于景气区间。“下阶

段，居民文化旅游、健身体育等服务性消费需

求加快释放，研发设计、商务会展等生产性需

求增多，将带动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助力经

济稳定运行。”付凌晖表示。

看民生：就业形势
总体改善，CPI涨幅阶段
性低位运行
就业是民生之本。今年以来，稳就业政

策持续显效，劳动力市场趋于活跃，就业形势

总体改善。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678 万

人，同比增加 24 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二季度，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比一季度回落 0.3个百

分点。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处在较低水平。6
月份，25 岁至 59 岁城镇劳动力失业率为 4.1%，

已低于 2019年水平，就业基本盘保持稳定。

农民工就业总体改善。6 月份，城镇外来

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为 4.9%，处于今年

以来较低水平。

“当前，就业的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仍

然存在，青年人的‘求职难’和部分行业‘招工

难’并存，稳就业需要持续加力。”在付凌晖看

来，随着用工需求继续扩大、稳就业政策持续

显效，就业形势有望保持总体稳定。

物 价 方 面 ，上 半 年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上涨 0.7%，比一季度回落 0.6 个百

分点，呈现出食品价格涨幅回落、能源价格下

降、服务价格小幅上涨、核心 CPI 涨幅基本稳

定等特点。

“上半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能源

价格回落，带动国内能源价格走低。加之上

年同期基数较高，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总体回

落。”付凌晖表示，CPI 涨幅低位运行是国际国

内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是阶段性的，

“下阶段，市场需求逐步扩大，供求关系将逐

步改善，加上去年同期高基数因素逐步消除，

价格涨幅会逐步回归合理水平。”

展望全年经济走势，付凌晖认为，尽管面

临压力和挑战，但是随着就业改善、居民收入

增加、内需拉动逐步增强、供给结构优化调

整、新动能成长壮大，经济将稳步恢复，发展

质量将继续提升，“完全有信心、有条件也有

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图①：湖北省襄阳市，襄阳古城“夜经济”

红红火火。 杨 东摄（影像中国）

图②：山东省烟台市，工作人员在检查出

厂的挖掘机。 唐 克摄（新华社发）

图③：浙江省德清县一家纺织企业车间

内，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谢尚国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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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当前，我国粮食供求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

变，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

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粮食生产

必须年年抓紧。

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时时抓紧，处处抓

实 ，今 年 夏 粮 生 产 立 足 抗 灾 夺 丰 收 ，成 绩 来 之

不易。

——抢收抢烘，抢出丰收粮。

在全国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的时候，北

方冬麦区 5 月下旬出现大范围持续降雨天气过

程，面对突如其来的“烂场雨”，主产区及时排除

田 间 积 水 ，科 学 调 度 机 械 抢 收 ，抓 好 小 麦 烘 干

晾晒。

“连续 5 天，日收获小麦超 900 万亩”“3 万台

履带式收割机争分夺秒下地抢收”“600 余支常态

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累计帮扶作业面积 45 万

余亩”……在河南，“跟雨赛跑”成了今年麦收主

基调。

黄淮地区，房前屋后、文化广场等场所都成

了小麦临时晒场。山东省临沂市农业全产业链

综合服务中心，烘干设备马力全开。河南省财政

紧急下拨资金 2 亿元，专项用于小麦烘干，4660
台烘干机昼夜不停运转。

立足“抢”、突出“快”，夏收期间，农业农村部

指导各地做好跨区机收通行保障、用油供给，强

化麦收信息发布和机具调度，1650 万台（套）各类

农机共同服务夏收夏播。

——落实管细，“管”出丰收田。

“人勤地不懒，肥水跟上、肥跟水走，好苗情

关键靠管理。”回望春耕，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大

安镇白家店村种粮大户白桂林感慨：“踩稳节点

浇好‘四水’，及时喷洒叶面肥，今年种出来的小

麦，亩穗数有 48 万个，籽粒饱满。”

管好田、打好粮，河北省磁县磁州镇南来村

种粮大户赵桂虎说：“杀虫、杀菌和叶面肥‘三合

一’，无人机一次喷洒，有效实现防虫、防病、防干

热风。”

保穗数、增粒重、减损失，盯紧关键农时，因

苗施策稳夏粮。今年春节一过，各主产区纷纷投

入小麦夺丰收百日会战。中央财政继续实施小

麦“一喷三防”全覆盖补助政策，各省份投入财政

专项资金，全力增加小麦粒重。

丰收是“管”出来的，又是夺回来的。今年小

麦病虫害是近年发生最重的一年，也是防治效果

最好、实际危害最轻的一年，小麦条锈病、赤霉病

危害面积分别比上年减少 25.3%、15.6%。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

全力夺取粮食丰收，是“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

下一步要继续稳面积、稳产量，扩大豆、扩油料，

提单产、提自给率。要分品种压实种植面积，分

环节挖掘增产潜力，分类型健全防灾减灾机制，

确保全年粮食产量在 1.3 万亿斤以上。

提升粮食产能，夯实
粮食安全基础支撑

保障粮食安全，提升粮食产能是首要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粮食生产

能力建设，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深入实

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

断巩固提升粮食产能，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

粮绝对安全。

粮食安全的根基是能力安全，把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今年夏粮生产基础越

夯越实。

——保数量，更多农田变良田。

“旱能浇、涝能排，俺的麦子种在项目区，麦

子收得及时，心里踏实了。”山东省汶上县苑庄镇

高标准农田里，种粮大户张道立算起丰收账。

“今年下雨抢收麦子，大型农机收得快、收得

好，每亩产量达到 1100 多斤。”张道立说，以前地

块小，缺乏机耕道，边边角角收得不干净。现如

今，耕种管收一条龙机械化作业，种粮成本下降

了 10%。

耕 地 是 粮 食 生 产 的 命 根 子 。 截 至 2022 年

底，我国累计建成 10 亿亩高标准农田。今年将

新建 4500 万亩、改造提升 3500 万亩。

稳面积保数量。今年夏收冬小麦面积稳中

有增，保持在 3.3 亿亩以上，为夺取夏粮丰收提供

了保障。全年粮食意向种植面积 17.7 亿亩以上，

连 续 4 年 增 加 ，为 夺 取 全 年 粮 食 丰 收 奠 定 了

基础。

——提质量，好种产好粮。

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泊头镇陈家村家庭农

场，今年种植的黑小麦成了周围食品加工厂、面

粉厂的“宠儿”。

“好种产好粮，俺们的黑小麦是‘铁杆庄稼’，

也是金字招牌。”陈家村党支部书记贾文阁说，黑

小麦耐寒抗冻、抗倒伏、抗干旱，锌和铁的含量是

普通小麦的 2 倍，营养价值高，亩均产量 1200 斤，

每斤价格比普通小麦高五毛钱。

瞄准高产优质，种业“芯片”越擦越亮。目

前，我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在 96%以上，良种在

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超过 45%，自主选育品种面

积占比超过 95%。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加

快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针对需

求结构的变化趋势分解产能增长目标，抓住种子

和耕地两个要害提高产能，示范推广一批高产优

质耐密品种，集成运用高产增产技术模式，开展

粮油作物整县整建制高产创建，开展整区域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

强化机制保障，确保
粮食任何时候都能产得
出、供得上、供得优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机制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农惠农富农、重农抓粮

制度基础不断巩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

系、经营体系不断完善，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

断加强，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不断健全，农业补贴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

不断完善，粮食安全机制保障能力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和对农业的

支持。农民种粮挑上“金扁担”、能挣钱，粮食生

产才更有效率、更有保障。

强化支撑，完善机制，粮食安全机制保障推

进产能提升、结构优化、韧性增强、收益保障、责

任压实，今年夏粮生产亮点多、成色足。

——机械化耕作，种粮更省心。

“用上‘大铁牛’，350 多亩小麦半天就收完，

省工省钱，算下来，每亩地减损 60 斤，节省成本

100 元，产量在 1000 斤左右。”说到夏收，山东省

诸城市天益金粮食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煜平打

开了话匣子，“现在，播种有北斗导航播种机，植

保有无人机，全程机械化，节本增效。”

目前诸城市拥有各类联合收获机械 5000 多

台，综合机械化水平超 93%，全市 100 多万亩小麦

已全部收获。

农机增动力，种粮添底气。全国农作物耕种

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 73%，装有北斗定位作业

终端的农机装备达 180 万台（套）。

——社会化服务，种粮有赚头。

“过去夏收四处找农机，现在坐在家里等农

机。今年，2 台收割机和 3 台运输车，帮我家 240
多亩小麦顺顺当当入仓。”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

元固镇索家寨村种粮大户陈瑞祥说。

为陈瑞祥提供服务的是信益种植合作社。

“农户下单，我们接单，从产中作业、技术指导到

收割仓储，提供一条龙服务，范围覆盖 20 多个

村。”合作社负责人胡娇娇蛮自豪。

夏收一线，手机约车，“共享”农机下田，“田

保姆”涌现田间地头，农业生产专业化、标准化、

集约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生力

军作用。

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目前，全国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分别达到 400 万家、223 万个。

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 104 万个，服务面

积近 18.7 亿亩次，服务带动小农户 8900 多万户。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要抓

紧制定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指导意见，落

实好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稻谷补贴等政策，逐

步扩大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

保险实施范围，加大力度鼓励引导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和服务组织带动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放眼沃野田畴，新的丰收正在孕育。新插的

水稻秧苗茁壮生长，郁郁葱葱；新播的夏玉米、夏

大豆披上新绿，浸漫四野。新征程上，粮食生产

压茬推进，生产措施落实到位，切实保护农民种

粮积极性，让亿万农民种粮有账算、有钱赚，努力

在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确保粮食任何

时候都能产得出、供得上、供得优。

（本报记者高云才、王浩、常钦、郁静娴、邵玉

姿、王沛）

进 入 暑 期 ，

消费市场一片火

热 。 亲 子 游 、跨

省 游 复 苏 明 显 ；

逛夜市、吃夜宵、

乘船夜游等夜间

经济，正在丰富城市新业态。红红

火火的暑期消费，折射出中国经济

发展的旺盛活力。

可感可知的微观场景，印证着

回升向好的宏观经济。7 月 17 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上半年 5.5%的经济增速，明显快于

去年全年 3%的经济增速，也快于疫

情三年年均 4.5%的增速。这不仅

表明中国经济逐步摆脱疫情影响，

向常态化运行轨道回归，且经济增

长回升态势比较明显，更显示出较

高的“含金量”。

这 份“ 含 金 量 ”，体 现 在 巨 大

的 发 展 韧 性 。 贸 易 结 构 优 化 ，为

之 提 供 了 鲜 活 注 脚 。 今 年 以 来 ，

世 界 经 济 复 苏 乏 力 ，全 球 贸 易 低

迷 不 可 避 免 影 响 我 国 进 出 口 增

长。在此背景下，我国以锂电池、

太 阳 能 电 池 、电 动 载 人 汽 车 为 代

表 的“ 新 三 样 ”产 品 出 口 增 长

61.6% ，附 加 值 较 高 的 一 般 贸 易 进

出口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到

65.5% ，跨 境 电 商 等 外 贸 新 业 态 发

展 较 快 ，这 不 仅 有 效 对 冲 了 外 需

收 缩 的 压 力 ，更 进 一 步 推 进 了 贸

易 多 元 化 。 事 实 上 ，这 种 总 能 战

胜 各 种 风 险 挑 战 的 意 志 ，总 能 在

外 部 压 力 下 灵 活 应 对 腾 挪 、完 成

自 我 迭 代 升 级 的 能 力 ，正 是 中 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所在。以全球视

角 看 中 国 ，上 半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速

在 主 要 经 济 体 中 是 较 快 的 ，为 全

球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支 撑 ；立

足当前看长远，只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我

们完全有能力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推动中国经济在

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这份“含金量”，体现在澎湃的发展活力。就在这几

天，第二架国产 C919 大型客机正式入列东航机队，国产

大型客机商业运营飞出“加速度”。今年以来，首艘国产

大型邮轮出坞、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创下我国一次发射

卫星数量最多纪录、“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通过

竣工验收……创新发展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从这

个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回升向好体现着结构优化、发展方

式转变。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2.5%，新能

源汽车产量增长 3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超过 70%。这说明，中国经济不仅继续扩大规模，更注重

提升质量效益；不仅在“量的合理增长”方面发生整体的

物理变化，更在“质的有效提升”方面产生深刻的化学反

应。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发展质量稳步提升，中国经济

将不断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

演化。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结构性问

题、周期性矛盾交织叠加。实现经济运行持续整体好

转、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高质量发

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畅通

经济循环，在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上下更大功夫，注

重打好政策的“组合拳”，围绕稳增长、稳就业、防风险

等，及时出台、抓紧实施一批针对性、组合性、协同性强

的政策措施。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中国经济从来

都是在战胜挑战中发展、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

中壮大。挑战从一时看是阻碍，从长远看则是中国经济

迈向更高发展境界的阶梯。在上半年回升向好的基础

上，深入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及时改进政策举措，把各方

面的优势和活力真正激发出来，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

也有能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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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经济，人们常用“韧性强”来形

容。日前发布的半年报数据、今年以来的发

展实践，再次彰显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韧性中，有攻坚克难的顽强。首艘国产大

型邮轮顺利出坞，国产大飞机开启商业航班飞

行，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生产累计突破

2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又迎“下乡”支持政策利

好，供需实现更好循环；破壁垒、清路障，促进

民间投资，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开

放深入推进……面对重重压力，各地区各部门

立足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

完善的供给优势，谋创新、促转型、抓改革，推

动中国经济的活力和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韧性中，有底盘稳固的从容。从稳产增

产、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到增储上产、夯实能

源安全基础，再到强链补链延链、不断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中国经济底盘更

稳、抗风险能力更强。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

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将助力我们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韧性中，有海纳百川的自信。中欧班列

日夜兼程，经贸盛会好戏连台，跨国企业高

管密集访华，开放平台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中国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收获了明显快于主要发达经济

体的经济增速，也为全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

撑，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已为各种“压力测

试”所检验、所证明，也为我们在前进道路上

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韧

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优势，努力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经

济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强大韧性坚定前行信心
刘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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