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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新闻

四川省云龙酒店
旅游天府看成都地标中轴
下榻云龙市中心闹中取静

订房专线：（028）86780888转 2或 80129
订餐专线：（028）86780888转 6

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

扫一扫 成会员
优惠多多 惊喜连连

据经济参考报微博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从 1978年到 2018年，在一步一
个脚印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 40年的辉煌历程。为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回顾改革开放 40年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
程，生动展现 40年来西南各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族群众
生活的极大改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营造浓
厚氛围，《西南商报》特举办“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征文活动，
特邀您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回望这一历史进程，表达那一个个
写满梦想与希望的人生，一段段镌刻时代印痕的故事，以及陪
伴、改变和影响着你 40年的芳华。

一、征文对象
面向广大读者朋友，特别欢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

西、西藏六省、市、区供销合作社系统机关、所属企事业单位广
大干部职工、离退休人员踊跃投稿。

二、征文要求
1、围绕改革开放 40周年，讲述发生在你身上或者是你身

边的故事。主题鲜明，情感真挚，积极向上，富有新意。
2、文章标题自拟，文章体裁不限（诗歌除外），附相关图片；
3、来稿必须是原创，不得抄袭或转载；
4、字数一般不超过 1500字。
三、投稿方式
1、投稿地址：成都市锣锅巷 122号，请注明“征文”字样。
2、投稿电子邮箱：xnsbshe@126.com，请注明“征文”字样。
四、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 2018年底
联系电话：028-86786115
联系人：冯丹

西南商报编辑部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
征文启事

西南时评

社会建设，关乎民生，关系国家长治久
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取得一
系列重大成就。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在社
会建设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错误观念和做
法，有的仍然习惯于套用过去的“老模板”
搞“老一套”；有的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洋
模板”，结果水土不服、事与愿违。积极有效
推进社会建设，必须深化对新时代社会建
设的认识，着力打造社会建设的新版本。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建设总
是与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紧密相连
的。生产力不断发展进步，决定了社会发展
的基础和条件不会一成不变，社会建设实
践自然也不会千篇一律，“包治百病”的固
定套路和模板显然是不存在的。可以说，有
什么样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什么样的
发展阶段，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建设实践。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善于

根据生产力发展阶段变化推动社会建设，
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
社会主要矛盾，这使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
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从社会经济变
革来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经济持
续增长，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日趋复杂，
社会流动明显加快，社会建设需要关注的
领域不断拓展，社会建设的内容更加丰
富。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
更高要求，期盼得到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
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
文化生活，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
长。当前，社会建设还存在不少短板，脱
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
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依然任
重而道远。从潜在的风险挑战来看，互联

网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一些违法
犯罪活动向互联网渗透，碎片化、泛娱乐
化、真假难辨的海量信息衍生出新的社会
问题，传统社会治理思路已明显滞后。同
时，还存在重大疾病、生态环境危机等不
确定性风险，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突
出，这些都考验着社会建设和治理模式。
新老问题和挑战交织叠加，是我们未曾经
历过的，也是西方国家未曾遇到过的。解
决问题、应对挑战，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
新时代社会建设实际，不断推动社会建设
创新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

调，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这为新时代社会建设指明了方
向、明确了重点。一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发展需要，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
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扶贫等体制改革，深

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深
化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
良好的社会秩序，努力使人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在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出实
招、求实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就业
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健康中国
战略，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使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是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
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
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
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
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运用
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
化水平。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等社会应急管理能力。 据人民日报

数据 1
GDP：增长 6.8%，折射中国经济韧

劲十足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
季度增长 6.7%，连续 12 个季度保持在
6.7%至 6.9%的中高速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中

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
势。他以“异常复杂严峻”描述上半年国内
外环境。在此背景下，6.8%的增速尤为可
贵，折射出中国经济韧劲十足。

数据 2
财政收入：增长 10.6%，运行将继续保

持平稳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4331亿元，同比增长 10.6%。其中，税收
收入 91629亿元，同比增长 14.4%；非税收
入 12702亿元，同比下降 10.8%。
财政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体现我国

经济“稳”的态势稳固。税费升降之间，印证
经济结构优化、降费措施持续发力。财政部
国库司负责人娄洪预判，下半年财政收入
增速将有所放缓，但总的看，财政收入运行
将继续保持平稳。

数据 3
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6.6%，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63元，同比名义增长 8.7%，扣除价格因
素实际增长 6.6%，显示居民收入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

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
差 2.77，比上年同期缩小 0.02，城乡收入差
距继续缩小。

数据 4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78.5%，基

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
元，同比名义增长 8.8%，比一季度加快 1.2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
加快 1.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78.5%，比上年同期提高 14.2个
百分点，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
劳帼龄认为，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扩围
等扩大开放政策带动下，人民群众消费升
级需求将得到更好满足，新动能将更好成
长。

数据 5
失业率：连续 3 个月低于 5%，市场整

体就业环境较好

就业乃民生之本。数据显示，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连续 3个月都低于 5%，5、6月
份是 4.8%，这是 2016年国家统计局建立全
国劳动力月度调查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

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
1802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149万人，增
长 0.8%。外出务工劳动力月均收入 3661
元，同比增长 7.5%，市场整体就业环境较
好。

数据 6
外贸：顺差收窄 26.7%，呈现有序转换

提质增效态势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4.12万亿元，增长 7.9%；贸易顺差 9013.2
亿元，同比收窄 26.7%。这是自 2016年第三
季度起，我国贸易顺差连续第 8个季度呈
现同比收窄态势。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院院长屠新泉认为，贸易顺差连续收窄是
我国宏观经济变化的必然结果。应该看到，
我国外贸增长动能呈现有序转换、提质增
效态势，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优质消费
品进口保持良好增势。

数据 7
物价：CPI温和上涨 2%，整个市场供

求基本平衡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上涨 2.0%，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1个百分
点，呈现温和上涨态势，说明整个市场供求
基本平衡。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 3.9%，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2
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回落 2.7个百分点。
毛盛勇认为，3.9%的 PPI 涨幅一方面

能保证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合理的增速，
同时也有利于减轻对下游产品的成本传导
压力。

数据 8
实体经济：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保持强劲增长势头

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今年
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6.8%，增速
连续 3个月回升，比一季度加快 3.0个百
分点，显示实体经济稳健运行的良好态势。

伴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新供
给依然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上半年工业领

域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1.6%、9.2%和 8.7%，
明显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
速。
“代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方

向的新产业不断壮大，对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的带动引领作用正逐步增强。”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说。

数据 9
服务业：同比增长 8.0%，经济增长压

舱石作用继续巩固

上半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
长 8.0%，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1个百分点，
仍然保持较快增速。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达到 60.5%，比
上年同期提高了 1.4个百分点。
在服务业整体支撑作用不断提升的同

时，新兴服务业蓬勃发展。今年前 5个月，
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8.1%、17.5%和 15.4%，分别比去年同期加
快 2.4、5.0和 4.5个百分点。

数据 10
创新创业：日均新设企业 1.81 万户，

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进一步优化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市场主体 998.3
万户、新设企业 327.4万户，同比增长均为
12.5%；日均新设企业达 1.81万户。同期，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 75.1万件，发明专
利授权 21.7万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进一
步加强，全国专利行政执法办案总量同比
增长 29.5%，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进一步
优化。
世界银行中国局首席经济学家李伟乔

说，中国近期频繁推出扩大开放、改善营商
环境的举措，这有助于打消外界对投资中
国的顾虑，维护正常多边贸易体系。

据新华社

【17部委发布十大举措促进就业】
国家发展改革委 16日称，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 17部委日

前出台政策，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从
壮大新动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 10大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就
业。将加快建设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
实体经济，着力稳定和促进就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农业农村部：2018年以来多数农产品价格呈持续下跌
走势】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司长唐珂介绍，2018年以来，我
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总体充裕，多数农产品价格呈持续下跌走势。6月
份我国“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指数”为 98.37（以 2015年为 100），虽然
同比高 3.71个点，但比 1月份下跌了 7.98个点。

【这 8项费用 10月 1日起不用交了】
17日，《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对外公布，10月 1日起施行。条

例规定，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下列服务，不得收费：人力资源
供求、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职业培训等信息发布；职业介绍、职业指导
和创业开业指导；就业创业和人才政策法规咨询；对就业困难人员实
施就业援助；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等事务；办理高等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技工学校毕业生接收手续；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其他服务。

【首批严重违法失信者名单公示 地方加速落地“奖惩备
忘录”】
近日，首批严重违法失信者的名单公示，169人在一定期限内被

禁止乘坐火车和飞机。记者获悉，我国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日趋完
善，地方纷纷出台举措，建立政府信用数据库，将违法违规、失信违约
的行为纳入失信记录“黑名单”。同时，与之相对应的奖惩机制也在加
速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初步显威，“信用资产变现”正
在逐步落实。

十组数据透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适应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

打造新时代社会建设新版本

国家统计局 16日发布国民经济半年报。记者根据其中的重
要数据，结合相关部门近日发布的同期各领域数据，观察中国经
济正呈现哪些发展态势。

视觉新闻

连日来，受到持续暴雨的侵袭，四川
境内宝成线、成渝线、达成线等多处铁路
线路出现塌方断道险情，防洪抗汛形势
异常严峻。

为确保铁路各部门抗洪抢险工作的
顺利开展，成都铁路公安处管内宝成线
绵阳、江油、广元等多个派出所组织民警
和治安巡防力量，从加强排查治安安全
隐患入手，联合铁路工务、车务、电务部
门对铁路桥梁、隧道等重点设施和防洪
看守点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同时启动防
洪应急响应，利用民警重点时段巡查防
控、视频实时监控和铁路治安联防力量
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及时发现和排除安
全隐患，全力确保铁路部门抗洪抢险工
作顺利开展。 特约记者 王晓丹 摄

排查消除隐患
确保汛期安全

2名民警在宝成铁路绵阳段开展巡逻防控，排查汛期治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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