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44 2024年 8月 16日 星期五

大 胆 探 索 、稳 扎 稳 打 ，

是 推 进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方法，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同场合都分别提出了明

确要求。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个探索性事业，“需要我们在

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

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黑

龙江要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

高地，“在市场准入、要素流

动、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大胆

探索、先行先试，形成全方位

对外开放新格局”……

雄安新区工作重心已转

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

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要坚

定 信 心 ，保 持 定 力 ，稳 扎 稳

打，善作善成”；锚定建设农

业强国目标，科学谋划和推

进“ 三 农 ”工 作 ，“ 要 循 序 渐

进、稳扎稳打”“分阶段扎实

稳步推进”……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关 系 亿

万 农 民 最 切 身 利 益 ，不 改

革不能适应实践发展要求，

但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

村 土 地 集 体 所 有 制 改 垮

了 。 全 国 农 村 承 包 地 确 权

登记颁证基本完成，第二轮

土 地 承 包 到 期 后 再 延 长 30
年试点稳步推进，让亿万农

民吃下放心流转、放心投入“定心丸”。同时，推进

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充分释放了农村的

巨大活力。

新 时 代 以 来 ，我 们 之 所 以 能 实 现 改 革 由 局 部

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在 于 做 到 了“ 胆 子 要 大 、步 子 要

稳”——“战略上勇于进取”，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 险 滩 ；“ 战 术 上 稳 扎 稳 打 ”，统 筹 考 虑 、全 面 论

证、科学决策。

发 展 无 止 境 ，改 革 有 章 法 。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是

新 时 代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一 条宝贵经验，是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一个重要 原 则 。 这 里 很

重 要 的 一 点 就 是 把 握 好 大 胆 探 索 与 稳 扎 稳 打 的

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无论怎么改，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

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

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这要求我们

既要有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又有敢创新、

勇攻坚的锐气胆魄。

大胆探索，是以守正为前提的勇毅担当，凡是有

利于党和人民的事，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

地干、坚决地干，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

国家和民族负责；是以创新为特征的胆识谋略，“既

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掌握看家本领，成为行家里

手，富有胆识谋略，就能做到处变不惊、心中有数，进

而分类施策，有效解决矛盾和问题。

稳扎稳打，就要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深刻洞察

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增强各项工作的预见性

和前瞻性，谋定而后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

时代，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推动改革不断

取得新成效。

从外资准入管理起步，历经试点、推广，负面清

单制度被创造性地引入国内经济治理，有效防范了

风险，稳步扩大了制度型开放。“大方向要稳，方针政

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

础上积极进取”，正是改革破浪前行的关键所在。

改革之路无坦途。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

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识，锐意进取、担当作

为，我们一定能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

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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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需求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

稳定，新 动 能 加 快 培 育 壮 大 ，高 质 量

发 展 扎 实 推 进 …… 7 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总体延续回升向

好态势。8 月 15 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

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介绍了 7 月份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消费延续恢复态势，
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观察经济运行的需求侧，7 月份，随着各项

扩内需、促消费政策发力显效，消费延续恢复

态势，投资规模继续扩大。

看消费态势，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2.7%，比 6 月份加快 0.7 个百分点。

商品零售有所加快。7 月份，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2.7%，增速比 6 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

点。在限额以上单位 18 个商品类别中，10 类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回升。

服务消费增长较快。1 至 7 月，服务零售

额同比增长 7.2%，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4.1 个百分点。在暑期旅游旺季带动下，交通

出行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

服务类消费增长较快。

新型消费不断拓展。从 7 月份数据看，限

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2.7% ，体 育 娱 乐 用 品 类 零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0.7%，新能源汽车零售量同比增长 36.9%，数

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成为新趋势。

线上消费稳步提升。在直播电商、社交电

商等新业态推动下，1 至 7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

售额同比增长 8.7%，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2 个 百 分 点 ；占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25.6%，占比较上半年提升 0.3个百分点。

看投资态势，1 至 7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3.6%。

制造业投资挑大梁。1至 7月制造业投资增

速比全部投资高 5.7个百分点，对全部投资增长

的贡献率为 62.2%，比上半年提高 4.7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走在前。1 至 7 月高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 10.4%，高于全部投资 6.8 个百分

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

分别增长 9.7%和 11.9%。

重大项目贡献大。1 至 7 月计划总投资亿

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同比增长 7.6%，拉动全部投

资增长 4.1 个百分点。

设备更新成效显。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

策带动下，1 至 7 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

增 长 17.0% ，对 全 部 投 资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为

60.7%；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 10.9%，继续保持

两位数增长，快于全部投资 7.3 个百分点。

观察外需，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

长 6.5%，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进出口

累计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货物进出口质升

量增。

“总的来看，7 月份市场需求继续恢复。但

也要看到，一些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还在显

现，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

刘爱华说。

工业生产保持较快
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月份，在宏观政策加力显效、新动能加快

成长以及出口带动作用增强等因素综合作用

下，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

化。当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1%，

环比增长 0.35%。具体而言：

八成行业近六成产品实现增长。7 月份，

在工业 41 个大类行业中，33 个行业增加值同

比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 80.5%。在统计的 597
种主要工业产品中，354 种产品产量实现增长，

增长面是 59.3%，接近六成。

装备制造业发挥“压舱石”作用。7 月份，

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3%，比

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

长 2.4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47.9%，接近五成。

制造业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从行业看，

7 月份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等高端

装备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8.1%、13.1%、

11.0%，增速分别比 6 月份加快 8.8、2.1 和 6.8 个

百分点。从产品看，民用无人机产品产量同比

增长达到 84.7%、服务机器人增长 41.6%、集成

电路增长 26.9%、工业机器人增长 19.7%，都实

现了两位数的较快增长。

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快速增长。7月份，新能

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27.8%，多晶硅产量同比增

长 27.3%、风力发电机组产量同比增长 39.6%。

工业品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今年以来，

虽然国际经贸环境错综复杂，但工业品出口增

长有所加快。7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

值同比增长 6.4%，比上月加快 2.6 个百分点。

在有出口的 39 个大类行业中，33 个行业出口

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 84.6%。其中，汽车行业

出口交货值连续 8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通用

设备、专用设备、化工行业也都实现了两位数

增长。

企业预期保持乐观状态。7 月份 PMI中企

业生产指数为 50.1%，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

指数为 53.1%，继续处于扩张区间。

有基础、有条件战胜
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

展望下阶段，刘爱华表示，经济运行面临

一些新的困难和挑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

足，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显现，不同领域之间发

展出现分化，还有高温、暴雨、洪涝等短期因素

也对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的扰动。

“既要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应

对风险挑战，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

心，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仍是有利条件强于不利

因素，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不会改

变。”刘爱华说。

从生产端看，新动能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新兴产业快

速发展，产业提质升级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动

力和新优势。1 至 7 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同比分别提高 0.6
和 0.9 个百分点；虚拟现实设备、新能源汽车等

智能绿色产品都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经济新

的 增 长 点 逐 步 形 成 ，有 利 于 增 强 经 济 上 行

动力。

从需求端看，市场潜力、政策效力有望带

动国内需求继续恢复。

“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 14 亿多人

口，人均 GDP 连续 3 年超过 1.2 万美元，当前

正 处 在 消 费 潜 力 加 快 释 放 的 时 期 。”刘 爱 华

说，近期，各地区各部门加力推动消费提质升

级，不断围绕国潮新品、区域特色优化消费供

给，亲子游、演出游、赛事游、影视游等新型融

合 式 消 费 快 速 发 展 ，成 为 带 动 消 费 增 长 的

亮点。

下一步，随着《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若干措施》逐步落地实

施，加上中秋、国庆等假期到来，国内消费市场

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投资方面，随着“两重”

建设项目提速建设，短板领域、薄弱环节、新赛

道新领域投资增势良好，投资规模有望继续

扩大。

从政策端看，宏观政策力度不断加大、效

应持续释放。

刘爱华表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了

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有利于破解深层次体制

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有利于激发经营主体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将进一步凝聚社会

共识、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内生动能。

未 来 ，随 着 重 大 政 策 落 地 见 效 ，重 大 举

措加快推进，专项债、超长期国债加快发行，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增强，将有助于形成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合

力 ，为 巩 固 经 济 回 升 向 好 态 势 提 供 有 利

条件。

“总的来看，尽管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国

经济发展仍是有利条件占优，有基础、有条件

战胜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推动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刘爱华说，当前，关键是要推动各项决

策部署有效落实，把发展潜能转化为高质量发

展的动能。

制图：张丹峰

新动能加快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7月经济总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李心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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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下 ，玉 米 刚 过 扬 花 期 。 黑 龙 江

省 双 鸭 山 市 宝 清 县 万 隆 村 的 玉 米 地

里 ，因 为 汛 情 ，有 一 些 地 块 玉 米 生 长

缓慢。

“正常地块的玉米都起穗了，咱这被

水泡了的玉米还没动静。”村党支部书记

邓绍云很着急。

“前期持续低温和内涝，影响了玉

米根系的生长。根壮，苗才能长得壮。”

农技专家分析后开出了施肥增根的方

子，邓绍云连连点头。

这段日子，当地连续降雨，村里低洼

田块积水严重。“100 多亩连片的地块，

一眼看过去都是水，水最深的地方有半

米。”眼见情况紧急，邓绍云带领村里党

员干部组成党员先锋队，联系司机师傅

开上钩机，在田里进行排涝。

“得千方百计守住村民的粮田。”邓

绍云带领大伙将水渠加深、拓宽，在田里

排水不畅的地方加装涵管，并一鼓作气

将田里的排水管网全部修复。

积水顺利排掉，农业部门也派来了

农技专家，这让村民心里有了底。“东北

农业大学的教授来咱们村啦。”邓绍云带

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详细解

答村民们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疑问，

帮助村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伴 随 着 嗡 嗡 声 响 ，无 人 机 开 始 作

业，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等。邓绍云和

村民盼着受灾作物赶紧追上生长进度，

最大程度减少损失。

进 入 主 汛 期 以 来 ，黑 龙 江 省 部 分

地 区 降 雨 集 中 。 全 省 成 立 党 员 先 锋

队 、突 击 队 3749 支 ，组 织 党 员 在 防 汛

一 线 挺 在 前 、当 先 锋 、做 表 率 。 同 时 ，

全 省 组 织 动 员 8.2 万 名 专 兼 职 网 格

员 、3.6 万 名 机 关 单 位 党 员 干 部 、3300
余 名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和 工 作 队 员 投 身

防 汛 减 灾 最 前 沿 ，共 同 织 起 防 汛“ 安

全网”。

黑龙江宝清县万隆村党员干部——

帮助村民尽快恢复农业生产
本报记者 祝大伟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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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是基础。从“分山到户、均林到

人”的林权证；到推动“三权分置”改革，将经营

权从承包权中分离；再到林下空间经营权证，

一张张凭证的发放，让越来越多的林业经营主

体定了心。

“生金”方式越发丰富。从卖木头，到卖林

下经济产品，到更大范围的林业生态产品，林

业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在南平市延

平区，从过去无序养殖，到实现“由乱到治”“由

治到美”的蝶变，如今依托山林好生态，“一瓶

奶”“一朵花”“一根竹”等生态绿色产业蓬勃发

展。 2023 年，延平全区百合花种植面积 8500
亩，产值达 6 亿元；乳业年产值达 20 亿元。

森林绿色产业的效益如何进一步提升？

在山区，技术短板是企业的普遍难题。基于

此，南平市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企 业 研 发 有 哪 些 技 术 瓶 颈 ？ 在 哪 里 又 有 答

案？通过平台即可精准对接。位于南平邵武

市的兴达竹业有限责任公司，曾长期受困于竹

建材的易腐问题。企业将需求上传至平台后，

平台对接专家库，兴达竹业与来自武夷学院、

南京林业大学专家的研发方向精准匹配。双

方碰撞需求，一拍即合。“经过两个多月的试

验，目前进展顺利，新技术运用投产后，企业产

值预计提升 10 倍。”邵武市兴达竹业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人吴敏达说。

林子之外，更有新突破。在三明市将乐县

高塘镇常口村，这里珍藏着一张特殊的碳票。

2022 年，就是凭着这张碳票，常口村 3197 亩生

态公益林，核算 5 年的碳减排量后进行交易，

1000 多 名 村 民 每 人 领 到 了 150 元 的 碳 票 收

益。“空气也能卖钱啦！”村民孙桂英高兴地说。

“近年来，福建实施最严格的生态保护政

策，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业绿色产业，林业

产品品类不断丰富，林业产品附加值不断增

加 。 2023 年 ，福 建 实 现 林 业 总 产 值 7651 亿

元。”福建省林业局副局长林旭东说，下一步，

福建将以建设全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先

行区为契机，在调动发展动能、畅通“两山”转

化、统筹保护发展上走在前头，不断完善林业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大力促进生态美和

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