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
电 水利部 14 日发布消息称，
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
2022 年夏季行动近日结束，累
计补水 9.68 亿立方米，推进了
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复苏和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从 5 月 27 日开始实施的此
次补水行动，置换了12.68万亩
沿线地下水农灌区，有效压减

了超采区地下水开采量；唐
河、沙河等常年干涸河流实现
全线贯通，独流减河、子牙新
河、漳卫新河实现贯通入海；
华北地区河湖生态环境得到改
善、河湖管护得到强化。

据介绍，9.68亿立方米的补
水量中，南水北调中线补水2.13
亿立方米，另外7.55亿立方米的
补水为京津冀当地水库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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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4日电（记
者聂传清、廖睿灵）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
国夏粮总产量 14739 万吨（2948
亿斤），比上年增加 143.4 万吨

（28.7 亿斤），增长 1%。其中，小
麦产量13576万吨（2715亿斤），
增长1%。

数据显示，夏粮播种面积稳
中略增。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
26530 千公顷（39795 万亩），比
上年增加 92.1 千公顷（138.2 万
亩），增长 0.3%，连续两年实现
增长。

“2022 年我国夏粮生产喜
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
定了良好基础，为稳物价保民
生、稳定经济大盘、应对外部环
境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坚实支
撑。”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
贵荣说。

（详细报道见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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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是观察一国经济的风向标。今年以
来，尽管受疫情反复延宕、乌克兰危机等多重
因素影响，中国吸收外资仍延续了去年两位数
的增长——前 5 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6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7.3%，折合 877.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6%；截至 5 月底，我国
登记在册外商投资企业66.6万户，比上年底增
长0.3%。

外国投资者深耕中国市场的背后，是他们
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持有的稳定预期，更是中
国经济韧性、活力和潜力的生动写照。

延续增长态势 疫情不改外
资企业深耕中国信心

3 月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一度让包
括部分外资企业在内的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受到
冲击，也曾引发海内外舆论关于外资是否因疫
情防控离开中国的担忧。

面对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供应链堵点问
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
政策，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贯彻落实——

商务部召开多场外资企业、外国商会座谈
会，主动了解外资企业面临的突出困难，同时
发挥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作用，协调帮助符
合条件的龙头外资企业获取重点物资通行证，
推动复工复产；中国贸促会5月20日正式设立
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积极推动解决外资企

业在华投资、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上
海启用重大外资项目线上服务系统；江苏建
立稳外资稳外贸工作专班和外资补链延链强
链专班……

在华外资企业迎难而上，通过开展“双班
制”封闭式生产、第一时间启动居家办公、开
展无接触送货、推出线上客户服务等方式，努
力战胜疫情带来的挑战。

“疫情期间我们安排部分员工驻场生产，
食宿在公司，实行闭环管理，保证了生产不中
断。当企业面临物流受阻时，当地政府为我们
申办了跨省和市内车辆通行证，解决了原材料
和产品跨省市运输难题。”贺利氏大中华区总
裁艾周平说。

中国美国商会 6 月底最新发布的调查显
示，58%的受访者表示公司已恢复了部分或全
部业务，供应链问题得到缓解，比 5月份调查结
果上涨了 26 个百分点。中国欧盟商会日前发布
的调查报告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
防疫政策直接导致其决定缩减在华业务，大多
数企业表示不做变动或认为此考虑为时尚早。

含金量足 全球供应链调整
不改中国引资“磁吸力”

总投资 420.7 亿元的中沙古雷乙烯项目正
式落地，进入开工建设阶段；宝马集团在沈
阳的第三座整车工厂华晨宝马里达工厂正式

开业……近段时间，一批重大外资项目传来进
展顺利的好消息。

大项目稳、结构优、含金量足，是上半年
我国吸引外资的亮点。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 5 个月，我
国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实到外资476.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3%；从行业看，高技术
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42.7%；从来源地
看，韩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52.8%、27.1%、21.4%。

上半年，有些跨国公司调整在华业务布
局，引发关于产业链转移的担忧。商务部研究
院现代供应链研究所所长林梦认为，随着全球
供应链加速调整，中国低成本、大批量等传统
优势将趋于弱化，但巨大的市场空间、完善的
产业链配套能力、不断提升的科技创新能力和
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将逐渐成为中国供应链竞
争的新优势。

得益于新的竞争优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逐步从中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高技术制造业拓
展，从低技术、低附加值生产环节向高技术、
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转变，并更加重视全产业链
布局。

今年 5 月，欧莱雅在中国成立新的投资公
司——上海美次方投资有限公司，以便拥有更
靠近市场、与市场建立紧密合作的能力。欧莱
雅北亚总裁及中国首席执行官费博瑞说，中国
在规模和增长速度上都是集团最活跃的市场。

看好中国机遇 与中国市场
互利共赢

仲夏时节，山东青岛，境内外 47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负责人参加第三届
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99个重点外资项目
集中签约，总投资额156亿美元。

峰会期间，阿斯利康宣布在山东青岛投资
建设生产供应基地并设立区域总部。阿斯利康
加码在华投资，是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发展前景
的一大缩影。

在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
看来，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提速，为外资企业带来
更多开放机遇。“自贸试验区不断扩围、服务
业开放稳步提速、科技创新、低碳发展深入推
进……由此催生的数字、研发、服务、新能源
等新产业，将为吸引外资提供巨大磁场。”

启动外商投资法执法检查，保障外资企业
平等适用各项政策，切实享受国民待遇；修订
扩大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投
向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重点领域，以及中
西部和东北等重点地区；继续清理外资准入负
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持续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中
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给各国带来更多
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

“我们在华运营已经超过100年。作为中国
金融市场发展的参与者和市场开放的见证
者，我们相信疫情的影响是暂时的，中国市
场的良好投资前景仍是吸引全球跨国公司的
关键因素，我们也将在中国市场持续投入。”
摩根大通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行
长余冰说。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潘洁、孙晓辉）

中国吸引外资“磁力”不减

中国国家博物馆日前迎来110岁生
日。一系列丰富的展览和活动为公众
奉上多彩文化盛宴，展现了国博在收
藏、研究、展示、对外交流等方面取
得的丰硕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 7月 8日在给中国国
家博物馆老专家的回信中强调，博物
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
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习近平殷切希望文博工作者守护
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
果，为发展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
新贡献。

浩如烟海、璀璨
夺目的中国文物，是
从古至今中国人民勤
劳与智慧的结晶，是
中华民族的历史见
证、文化之根、民族
之魂。这些文化瑰宝为辉煌灿烂的中
华文明提供了实证，既是增强民族自
信的实物教材，也是向世界讲好中国
故事的生动载体。

中国各类博物馆不仅是中国历史
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当代中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奋斗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文博事
业，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利
用，积极推动以文物为载体，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华文化，唤醒了大
批沉睡的“国宝”。

众多“国宝”步出“深闺”，亲近

中国亿万民众。中国是世界上博物馆
事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十三五”
期间，中国平均两天新增一家博物
馆。2021年，全国新增备案博物馆395
家，备案博物馆总数达 6183 家，5605
家博物馆实现免费开放，占比达90%以
上。博物馆已经成为靓丽的城市文化
名片、充满活力的公共教育空间、备
受年轻人追捧的打卡地，不少博物馆
一开馆即成为“网红”。在二里头夏都
遗址博物馆，精美的绿松石龙形器、
铸造技艺高超的“华夏第一爵”，尽显

中国最早王朝都城的气派；在扬州中
国大运河博物馆，重磅文物讲述大运
河的前世今生，沉浸式展览再现运河
沿岸的繁华景象，互动体验让青少年
走近大运河、爱上大运河；在陕西考
古博物馆，威严的石峁神像、神秘的
汉代星象图、壮美的元代壁画……5000
多件文物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
特征。

众多“国宝”焕发“青春”，尽显
中华文明独特魅力。近年来，中国各
级 博 物 馆 努 力 让 文 物 “ 转 ” 起 来 、

“智”起来、“动”起来，打破地域和
空间限制举办联展、巡展、互展来盘

活文物，用数字化实现文物信息资源
开放共享和永久留存，用新颖创意激
活历史记忆，让文物“活”了起来也

“火”了起来。据国家文物局统计，
2021 年全国博物馆共举办展览 3.6 万
个、教育活动32.3万场，接待观众7.79
亿人次；策划推出 3000 余个线上展
览、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
览量超过 41 亿人次。今年上半年，故
宫博物院“何以中国”特展火热出
圈，一票难求。从绚丽可爱的人头形
器口彩陶瓶到刻画精细的良渚文化玉

琮，从最早记录“中国”一词的何尊到驰
名中外的长信宫灯……特展联合全国
29 家博物馆汇聚了 130 件（套）“国家宝
藏”，上起石器时代，下至清代，有情节、
有叙事、有全景记录，阐释了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众多“国宝”走向海外，讲述精
彩中国故事。近 10 年来，大批文物出
境展览，成为展示灿烂中华文明的

“国家名片”。2019 年 3 月，“四川古蜀
文明特展”走进意大利首都罗马，来
自三星堆、金沙遗址、新都马家大
墓、商业街船棺葬等重大考古发现的
代表性文物汇聚一堂，展现了古代中

国四川地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精
神世界，令人惊叹古蜀先民非凡的艺
术想象力与创造力。2021年9月，上海
博物馆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

“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特展，夏代连珠
纹斝、商代凤纹牺觥、西周小克鼎、
春秋吴王夫差鉴等馆藏精品惊艳亮
相，结合多媒体技术，向海外观众阐
释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艺术、科技、历
史文化价值，中国礼制文化的内涵，
以及中国古代文明对东亚文化圈的深
刻影响。今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联

合国内外 33 家顶级
博物馆共聚云端，以

“手拉手：共享世界
文明之美”为主题，
在线接力举办全球
博物馆珍藏展。

精 彩 纷 呈 的 考
古故事、创新多变

的呈现方式，让“国宝”的磁力越来越
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民众了解中
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蓬勃向上的
时代风采。如今，中国文博人正在努力
挖掘更多的“国宝”资源、探索更多的

“国宝”活化模式，更好地以“国宝”为载
体，向世界讲好多姿多彩的中国故事。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以“国宝”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
■ 邹雅婷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蟹岛特斯拉中心占地
面积 1.2 万平方米，是特斯拉亚洲单体面积最大
的交付中心。图为北京蟹岛特斯拉中心待交付
车辆。 特斯拉公司供图

重庆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系中美合资企
业，是康明斯在中国最大的重载和大马力发动
机专业制造工厂。图为该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
忙碌。 孙凯芳摄 （人民视觉）

德国西门子电气产品业务中国总部位于江
苏苏州，生产的接触器、断路器等产品向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图为该公司员工正在
生产产品。 华雪根摄 （人民视觉）

近日，作为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配套活动的“跨国公司与中国主题展”在山东青
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9.68亿立方米补水改善华北河湖生态环境

本报北京7月14日电（记
者刘志强、王政） 记者从工业
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 1—6
月，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
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
分 别 占 世 界 总 量 的 45.2% 、
50.8%和 47.8%，按修正总吨计
分别占 42%、47.7%和 41.5%，
国际市场份额均位居世界第一。

1—6 月，全国造船完工量
1850 万载重吨，其中海船为
593 万修正总吨；新接订单量
2246 万载重吨，其中海船为

1113 万 修 正 总 吨 。 截 至 6 月
底，手持订单量 10274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 18.6%，其中海
船为4229万修正总吨，出口船
舶占总量的 88.7%。全国造船
完工量前 10 家企业集中度为
70.9%，比 2021 年底提高 1.6 个
百分点；新承接订单量前10家
企业集中度为 68.3%，比 2021
年底下降 1 个百分点；手持订
单 量 前 10 家 企 业 集 中 度 为
66.5%，比2021年底下降3个百
分点。

1—6月

中国造船业国际市场份额世界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