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网址：http：// www. people. com. cn

2023年 11月

20
星期一

癸卯年十月初八

人民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5

代号 1-1
第 27526期
今日 20版

读 懂 经 济 大 势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增速是一面直观的“显示屏”。

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对经济

发展意味着什么？

看增量，这是体量更大、实力更强

的增长。纵向看，我国经济 1 个百分点

增速带来的增量，相当于 10 年前的约

2.1 个 百 分 点 。 随 着 经 济 规 模 持 续 增

大，目前我国每年 GDP 增量，已远超上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看分量，这是占比更高、贡献更大

的 增 长 。 即 使 增 速 回 落 ，去 年 我 国

GDP 增量仍与一个中等国家经济总量

相当。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

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为 18%，连续多

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

看质量，这是能耗更少、创新更强

的增长。单位 GDP 能耗下降 26.4%，单

位 GDP 水耗下降 45%，单位 GDP 二氧

化 碳 排 放 下 降 34.4% ……2012 年 至

2021 年，我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平均 6.6%的经济增长，成为全

球能耗强度降低最快国家之一。与此

同时，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升至

第十一位，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今 年 以 来 ，我 国 经 济 持 续 恢 复 向

好 ，高 质 量 发 展 扎 实 推 进 ，前 三 季 度

5.2%的经济增速，在国际主要经济体中

名列前茅。但部分经济指标的短期波

动，却引发了一些人对我国经济发展前

景的担忧，其中不乏“唱衰”中国的种种

论调。

读懂我国经济大势，经济指标的增

减固然重要，但不能被短期指标的波动

牵着鼻子走，要有历史耐心和战略定

力，保持信心和平常心，用全面、辩证、

长 远 的 眼 光 看 问 题 ，既 要 看 短 期 之

“形”，更要看长期之“势”，既要看增长

之“量”，更要看发展之“质”，透过一个

百分点的 GDP 增长，看清我国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大逻辑。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含金量更

高的发展。

观察经济发展，知其然更要知其所

以然。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

理念、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

关键期，比增长速度更为重要的，是发

展质量的提升、新旧动能的转换。今年

以来，我国经济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中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1至 10月，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6.9%，服务零

售额增长 19.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 长 4.1% ，服 务 业 生 产 指 数 增 长

7.9%……动力更强、结构更优、效益更

高的经济增长，持续提升着经济发展的

含金量。随着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部门的促消费举措密集落地，消费“主

引擎”动力还将持续增强。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驱动力更

强的发展。

纵观世界经济史，成功转型成为高

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依靠

持续创新带来发展质量提升，完成从要

素驱动型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型发展

模式的成功转换。近年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深入实施，让我国经济每一个百

分点增长的科技含量更高。以新产业、

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主要内容的“三

新”经济快速增长， （下转第四版）

从经济增长之“量”看发展之“质”
本报记者 吴秋余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

物质技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有雄心壮

志，积极抢位发展，又要立足实际，善于

错位发展。

在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各

地切实把焕发出来的学习、工作热情转

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奋力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

学习工作本领，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

目的全在于运用。主题教育中，各地坚

持教育实践两手抓、两促进，把学到的工

作本领用在促进发展上，以重大项目作

为强引擎，把优势产业作为主抓手，大力

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现代化产业基础。

中药创新药枳实总黄酮片在国内

获批上市、恩扎卢胺原料药及软胶囊在

国外获批上市……在江西省赣州市章

贡区，生物医药领域最近喜讯频传，当

地已汇集生物医药企业约 130 家，形成

了创新活跃、链条齐全、要素充分的现

代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章贡区将开展主题教育与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相结合，着力破解制约高

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出台强化科技创

新赋能的若干政策措施，聚力建设新药

创制全国重点实验室，组建江西省模式

动物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振兴

制造业。主题教育中，各地坚持把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把学习成

果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实际举措。

“我们刚刚研制的这台机器人最薄

款可做到 127 毫米，最高载重可达 7 吨，

使用同步液压杠技术，举升过程中可达

到毫米级同步。”在山东西曼克技术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自主研发的机

器人进行出厂调试，产品一经推出便受

到市场青睐。

山东省济宁市引导党员、干部把主

题教育激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强大动力，深化提升“干部助企攀

登”，大力推进链条式增长、集群化壮

大、方阵型崛起，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

创新发展思路，开辟
绿色产业新赛道

加 快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是 夯 实

现代化产业体系基底的重要支撑。各

地在主题教育中引导党员、干部担当

实干促发展，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方向，全面提升产业体系现代

化水平。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这是

人们对传统水泥企业的认知。金隅冀

东水泥磐石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提高水

泥窑生产利用率，综合处置固废、秸秆

等废弃资源，成功创建“平安、绿色、创

新、智慧、效益”五型工厂。

吉林省磐石市大力推动水泥、钢铁

等重点行业全流程绿色化改造，构建高

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循环生产体

系，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环保升级、智能

制造，从生产工艺、环保节能、资源利用

等方面进行统筹谋划与深度推进，让传

统基础工业向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制造化转型。

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的绿色产业结构，已成为新的

增长点。主题教育中，各地抢抓发展机

遇，开辟绿色产业新赛道。

（下转第四版）

各地扎实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

加 快 构 建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本报记者 吴储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

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

冶心灵之美。

贵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梳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特色旅游资源，

做足做好精深化文章，组织实施红色文

化重点建设、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历史

文化研究推广等，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

融合发展。

夜幕降临，荔波县瑶山古寨广场上

鼓声咚咚，村民们踩着鼓点为游客表演

瑶族民族舞蹈。

“民族舞蹈深受欢迎，是古寨的热

门演出。”瑶山古寨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王鹏博说，“富有瑶族特色的文

化元素，丰富了白天山水游，带活了夜

间文化游。”

走进位于贵阳市的“红飘带”长征

文化数字体验场馆，感知湘江战役的浴

血奋战、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爬 雪 山

过草地的万般艰险。因宜人气候而闻

名的避暑之地贵阳，由此增添了一处厚

重的文化标识。

以文塑旅，把文化注入旅游产品、

景区景点。贵州深入挖掘各地文化资

源，建设一批富有文化底蕴的标志性景

区，丰富荔波小七孔、黄果树瀑布、梵净

山、万峰林等自然景区的人文内涵，推

出 9 条红色文化和旅游资源相融合的

精品线路、30 条非遗研学旅行线路以及

“村 BA”“村 超 ”等 村 味 旅 游 线 路 。 今

年，贵州还评选 30 个文旅融合创新示

范项目、提名示范项目，培育壮大研学

游、非遗游、体旅游等业态，努力让好山

好水讲出好故事。

在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的苗

绣车间里，绣娘飞针走线、指尖生花，

绣出一幅幅花鸟鱼虫彩色图案，制成

匾额、挎包、灯罩等各类产品。借力乌

江源百里画廊景区，化屋村的苗绣走

出大山。今年，苗绣车间销售额已达

120 万元。

“我们把现代元素融入传统设计，

让苗绣图案更加时尚，得到了国内外消

费者的认可。”从开办苗绣车间、组建设

计团队到传承手工技艺，村民杨文丽看

到旅游业赋予苗绣新的生机。

以旅彰文，依托旅游市场激活拓展

文化资源。贵州深入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文化传承创新，强化对苗绣、苗族蜡

染、侗族大歌、布依族八音坐唱等国家

级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实施苗绣保护

传承、经营主体提升、产业园区建设等

“六大工程”，开发设计一批高质量文创

产品。今年 9 月，贵州苗绣精品服饰亮

相意大利米兰时装周，在国际秀场绽放

风采。

一组数据显示出贵州文旅融合的

强劲活力：今年 1 至 10 月，贵州省接待

游客人次、旅游收入、游客人均消费额

分别为 2019 年同期的 112.5%、119.6%、

106.3%。

“当前，贵州旅游产业化正处于优

势转化提升期，要用好自然珍宝和文化

瑰宝‘两个宝贝’，精开资源，广拓客源，

升级服务，努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贵州省委书记徐麟表示。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贵州加快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马跃峰 苏 滨 陈隽逸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全面辩证长远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记者观察

本报北京 11月 19日电 （记者韩鑫）记者近日从交通运

输部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587 亿元，同比增长 5.1%；新改建农村公路 11.8 万公里，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九成以上；实施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7.8 万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5409 座，在全国 7679 个农村公

路平交路口加装减速带 1.5 万个。

今年以来，各地交通运输部门重点部署、积极推动，农村

公路建设取得扎实成效，基本建成了便捷高效、普惠公平的农

村公路网络。

路网持续延伸。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

453 万公里，全国农村公路列养率达 100%、优良中等路率达

89.3%。有农村公路管理任务的县级行政单位已实现“路长

制”全覆盖，“路长”总人数达到 67 万人。

服务持续优化。截至去年底，累计建成客货邮服务站点

5 万余个、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 8000 余条，客车代运邮件快件

超 2 亿件。“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已经创建 353 个，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49 个，“最美农村路”40 条。

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

有序推进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制村通等级

路、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建设，大力实施老旧公路改造以及

过窄农村公路拓宽改造或错车道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农村

客货邮融合发展，构建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农村客货邮融合

发展模式。

前三季度新改建农村公路前三季度新改建农村公路1111..88万公里万公里

新数据 新看点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制图：沈亦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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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以 忠 诚 担 当

护 万 家 灯 火
第十版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提升。

图为 11 月 18 日，游客在黄山市黟县宏村观光游览，

体验宜人的生态。

洪 星摄（影像中国）

全力守护绿水青山

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安居乐业温暖过冬
第十三版

前 9月授权发明专利 69.9万件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发 展 稳 中 提 质
第十八版

近日，河钢浦项汽车板合资项目在

河北省唐山市投产，成为唐山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的又一标志。聚焦新能源汽

车用极薄规格钢、高档次汽车板，该项目

主打的锌铁合金特色产品最薄仅 0.3 毫

米，最高强度能够达 980 兆帕。

因煤而建、因钢而兴，唐山是一座

百 年 工 业 老 城 。 2016 年 7 月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唐山考察，希望唐山“争取在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走在前列”。

唐 山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牢 记 习 近 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构建以精品钢铁、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等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

2022 年 ，唐 山 市 工 业 增 加 值 为

4500.1 亿 元 ，较 2021 年 增 长 4.9% ，较

2016 年增长 33.6%。今年前三季度，唐

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537.8 亿元，同比

增长 5.4%。

钢铁产业提档升级

30 分钟，通过智能系统，即能产出

一炉钢；90 秒，通过智能热轧产线，即能

产出一卷钢……走进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智能生产车间，现代化气息扑面而来。

“坚决去、主动调、加快转”，唐山近

年来着力推动钢铁行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加快从“钢铁大市”向

“钢铁强市”转变。

以科技创新引领钢铁行业高质量

发展。河北省钢铁实验室落户唐山，聘

请专家院士，针对 8 个主研方向开展技

术攻关。目前，全市已推动钢铁企业建

立省级科研平台 12 个、市级科研平台

8 个 ，全 市 高 附 加 值 钢 铁 产 品 比 重 由

2016 年的 16.12%上升至现在的 40%。

优 化 钢 铁 企 业 布 局 ，推 动 降 本 增

效。唐山市发展改革委主任郎文昌介

绍，通过大力实施钢企搬迁及兼并重组，

唐山钢企数量从 2016 年的 44 家减少到

20家。城区及周边 11家钢企全部搬迁，

临 港 地 区 钢 铁 产 能 占 比 由 搬 迁 前 的

13.2%提升至 38.6%。全市新修 7条钢企

铁路专线，实现非临港钢企铁路全覆盖。

“唐钢从市主城区搬迁至乐亭沿海

后，距港口 1.4 公里，吨钢运输成本降低

160 元左右。”唐钢发展规划部副部长王

磊说。

装备制造业不断壮大

近年来，唐山不断培育壮大高端装

备制造业。目前，全市营业收入超亿元

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达 110 余家，高端

装备制造业发展成为仅次于精品钢铁

产业的第二大主导产业。

冲咖啡机器人、轨道智能巡检机器

人……在唐山市高新区机器人展示体验

中心，展陈了 50 家机器人相关企业的

132件产品和零部件。（下转第四版）

河 北 唐 山 着 力 推 进 产 业 转 型 升 级
本报记者 万秀斌 史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