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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出版的第
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党必
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
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
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
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
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
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

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
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
过程和各领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
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的突出问题。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以
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畸轻畸重，
不能以偏概全。

文章指出，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
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

标。要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
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代化过程
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问题。促进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
任务，急不得，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
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
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文章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
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
障。要在已有改革基础上，立足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增强

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
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
方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
布局、整体性推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

文章指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工作要求，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改革发
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样是
政治，样样离不开政治。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
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
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越
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要把党中央关于贯
彻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落实到工作中去。各级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
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
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
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偏差。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本报记者 孟 珂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
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7月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持续显效，国民经济
延续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滞胀
风险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

付凌晖指出，下阶段，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进一步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物价，有
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经济恢复基础，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呈现修复态势

“当前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修复态势，7月
份经济数据是前期修复后的短期波动，体现
在生产端的工业增加值、需求端的投资与社
零，同比增速同步小幅回落。”中泰证券研究
所首席分析师杨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8%，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0.38%。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0.6%，比上月回落0.7个百分点。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
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10.3%、4.9%。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
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7月份工业产出
增速略不及预期。主要受7月份制造业产出
放缓拖累：一是国内需求复苏偏缓；二是7月
份部分制造业企业继续面临投入成本压力；
三是极端气候干扰。

“但7月份工业制造业产出保持扩张，反
映国内工业制造业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同
时，上游资源开采行业，中下游汽车、装备制
造业等产出继续增长强劲。”周茂华称。

“虽然服务业恢复的势头有所放缓，但
是整体来看，服务业继续恢复的态势是没有
改变的，随着服务业调整转型，稳增长促消
费政策的带动，服务业恢复向好有不少有利
条件。”付凌晖称。 （下转A2版）

7月份国民经济继续恢复 新一轮稳增长政策正在加码

安 宁

“7月份我国经济延续恢复态势，运行基本
平稳。但是也要看到，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
济恢复势头边际放缓，巩固经济回升的基础仍
需加力。”8月15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
凌晖在解读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时表示。

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
义是我国经济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延续
恢复态势”说明我国经济的韧性强、潜力大，平
稳运行有坚实的基础；第二层含义是当前经济
还处在恢复进程中，仍面临着困难和挑战，因
此还需要多措并举加固经济回升的基础。

就在国家统计局表示“巩固经济回升的基
础仍需加力”的同日，央行开展4000亿元中期
借贷便利（MLF）操作和20亿元公开市场逆回
购操作，中标利率分别为2.75%和2.0%，均较前
次下降10个基点，这也是今年以来MLF利率第
二次下调。央行的此次操作正向市场释放出

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呵护实体经济、提振市场
信心的积极信号。

虽然部分7月份经济数据指标不如市场预
期，但主要指标却依旧反映出经济发展的韧性。

投资为稳增长注入新动能。1月份至7月
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5.7%。从环比看，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长0.16%。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连续三个月加
快。1月份至7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7.4%，增速连续三个月加快。另外，“大项目”
（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项目）投资带动作用
明显，1月份至7月份，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
项目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0.8%，增速连续两个
月加快；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5.4%，
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5个百分点。

消费持续提升经济增长动力。7月份，虽
然消费市场受到疫情多点散发以及出行类商
品销售增速回落等因素影响，市场销售增长有

所放缓。但亮点是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
新型消费稳中向好，餐饮等接触型服务消费持
续恢复。

数据显示，7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金银珠宝
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
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22.1%、10.1%、7.1%和
11.5%，增速比6月份分别加快14.0个百分点、
0.4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此外，从经济转型升级来看。产业升级发
展、新动能成长趋势明显，高技术产业发展较
快。1月份至7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9%，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20.2%。

我国虽然仍面临多重风险和挑战，但在一
系列政策措施作用下，经济有望恢复向好，运
行在合理区间。

经济恢复态势延续 回升基础仍需加固

央行小幅缩量续作
4000亿元M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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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五大上市险企
前7个月保费均实现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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