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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 陈炜伟

近日举行的G20汉堡峰会，释
放出“世界经济出现向好势头”的
重要信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中国经济稳不稳、好不好，直
接影响着世界经济复苏的成色。

时至年中，上半年中国经济数
据即将出炉，世界期待从“半年
报”中读懂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业
已 披 露 的 数 据 显 示 ， 中 国 经 济

“稳”字当头，动力强、后劲足，
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延续稳中向好
提振发展信心

51.7％——近日发布的中国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数据显
示，6 月份 PMI 升至年内次高点，
并已连续9个月保持在51％以上的
高位。

进入 7月，中国大江南北全面
入夏。和持续升温的天气一样，中
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得以延续，结
构在调整中优化，动能在转型中升
级。

从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来
看，经济增速、就业、物价、国际
收支，均体现“稳”的态势——

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6.9％，
已 连 续 7 个 季 度 保 持 在 6.7％ 至
6.9％之间，增长的稳定性不断提
高。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
31 个大城市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均
在 5％以下。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4％，物价涨势温和。货物进出
口回稳向好，6月末外汇储备连续
第五个月出现回升。

从经济结构来看，需求结构、
产业结构、投资结构优化，展现

“进”的新意——
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77.2％，比上年同
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7％，比第
二产业高25.6个百分点。服务业主
导、消费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初
显。同时，制造业投资增速有所提
高，实体经济活力正在增强。

从发展态势来看，企业效益、

市场信心进一步改善，释放“好”
的暖色——

5 月份 40 个工业行业里有 34
个行业同比价格在上涨，行业供求
继续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同比增长 16.7％，增速比 4
月 份 加 快 2.7 个 百 分 点 。 6 月 份
PMI分项指数中，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比上月上升 1.9 个百分点，
达到58.7％。

“中国经济运行‘稳’是主基
调，‘进’是关键词，‘好’是总态
势。”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
计司司长邢志宏如此评价。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动力之
源 、 稳 定 之 锚 。 2013 年 至 2016
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
贡献率在 30％以上，居世界第一
位。

世界银行最新 《全球经济展
望》报告说，中国经济增长势头保
持稳定，经济再平衡不断推进将增
强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改革注入动力
增添发展后劲

湖北黄石上达电子公司生产的
印制电路板 （PCB），已经应用于
多款知名品牌手机和平板电脑。

“考虑到黄石不断提升营商环境、
打造 PCB 产业集聚区，现在我们
继续在此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
模。得益于中高端手机和平板电脑
的市场需求，我们的生产线也基本
都处于满负荷状态。”公司副总经
理陈春发说。

大河有水小河满。和上达一
样，不少企业正从中国经济改革创
新、需求升级的大潮中获益。实体
兴则经济旺。中国经济的良好势
头，也正是源于改革释放红利、激
发微观活力。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我国没有采取“大水漫灌”式的强
刺激，也没有沿袭过度投资、消耗
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而是通过改
革创新持续调整经济结构。在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看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简政放权、创业
创新，正是今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
的关键之举。

深化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
进有序——

截至 5月底，钢煤去产能分别
完 成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的 84.8％ 和
65％；商品房待售面积 5月末同比
下降8.5％；5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资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
点；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
百 元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中 的 成 本 为
85.62 元，同比减少 0.04 元；生态
环保、农业、水利等短板领域投资
快速增长。

简政放权改革持续深化——
作为本届政府的“先手棋”，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持续深入推进，有效优化市场环
境。7 月 1 日起，国务院新一批减
税降费举措落地，至此政府兑现了
2017 年为企业减负 1 万亿元的承
诺，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
感。

创业创新蓬勃发展——
去年，中国分享经济市场规模

达 3.5 万 亿 元 ， 有 6 亿 人 参 与 分
享。今年 1 月至 4 月，全国日均新
登记企业1.51万户，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新产品层出不穷。

改革创新增动力，中国经济添
后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
伟认为，我国经济步入中高速稳定
增长的有利条件仍在增加，今年实
现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是有把
握的。

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也为艰难
复苏的世界经济贡献智慧和方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近
期 向 有 关 国 家 政 府 提 交 了 首 份

《G20 结构性改革进展的技术性评
估报告》，认为中国结构性改革取
得积极进展，成效显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
大卫·利普顿近日肯定了中国经济
改革取得的成效，认为中国有潜力
在中期内安全地保持强劲增长。

坚持稳中求进
夯实向好基础

“经济运行总体趋稳，并不意
味着经济增速始终稳定在某一个具
体的水平上，经济增速将围绕相对
稳定的中枢上下小幅波动。当前，

我国经济转入持续中高速增长阶段
的基础尚不稳固，还需争取更多有
利条件。”李伟说。

2017 年已经过半，稳中向好
的中国经济对前行路上的困难和挑
战不可低估——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继续改善，
但全球复苏并不平衡，结构性强劲
增长仍未出现。我国经济运行也有
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内
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

面对国际国内矛盾的交叉叠
加，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才能妥善
应对发展面临的挑战。

“稳”是“进”的前提。当
前，要稳政策、稳预期、稳信心。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
为，积极财政政策要继续加强对重
大项目建设的支持，同时加大财政
政策结构性调节力度，对战略性新
兴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提供
政策支持。财政支出在加大力度补
短板、惠民生的同时，压缩非重点
支出，加大减税降费力度。稳健中
性货币政策基调不变，流动性调控
及预期管理机制将不断完善。

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
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
有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是主线。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汪红
驹说，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没有
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要放在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通过改
革提高长期潜在产出。

各项改革仍需加力推开。要全
面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措施，努力破
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着力消除制
约民间投资的障碍，扩大有效投
资；要着力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动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

船至中游方向明。我们要把发
展信心转化为改革决心，把经济活
力转换为发展动力，进一步夯实中
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更好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长期向好趋势不变
——从“稳”字看中国经济年中基本面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邓华宁 王宾） 近日我国多
地迎来高温天气，且持续时间长、
局部强度大，天气酷热，很容易引
起中暑。针对持续不退的“高烧”
天气，国家卫生计生委专家从中暑
症状、救治方法、高温作业防护等
方面，向公众科普如何预防中暑。

一般说来，中暑的症状可分为
先兆、轻度和重症中暑三类。先兆
中暑是指在高温环境中出现乏力、
大汗、口渴、头痛、头晕、眼花、

耳鸣、恶心、胸闷等症状。除以上
症状外，轻度中暑主要表现为面色
潮红、皮肤灼热、体温升高至 38
摄氏度以上，也可伴有恶心、呕
吐、面色苍白、脉率增快、血液下
降、皮肤湿冷等；重症中暑除轻度
中暑表现外，还有痉挛、腹痛、高
热昏厥、昏迷、虚脱或休克，严重
的会引起死亡。

盛夏时节如何预防中暑？首先
要遵守高温作业规程，避免长时间
滞留于高温、高湿、密闭环境中。

夏季室外作业，应积极采取防晒措
施，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高温、高
湿、密闭环境中。

其次，应保证足量饮水，每天
1.2 升－1.5 升。不能等渴了再喝，
大量出汗后应适量饮用盐水。此
外，注意劳逸结合，加强体育锻
炼，增加身体的环境适应能力，可
减少中暑的发生。

第三，一旦出现中暑症状，要
积极应对。如果出现中暑初期症
状，要及时降温、休息和补水，重

症患者应及时就医。出现中暑先兆
或轻度中暑，应及时转移至阴凉、
通风处静卧休息，密切观察体温、
脉搏、呼吸和血压变化。可饮用淡
盐水、冷西瓜水、绿豆汤等进行补
水，同时服用仁丹、十滴水或藿香
正气散等防暑降温药物。对于出现
脱水、循环衰竭、痉挛、高热等症
状的重症中暑病人，应及时送到医
院进行急救处理，救治重点是降低
体温，纠正体内水、电解质紊乱和
酸中毒，积极防治休克和肺水肿。

“高烧”天气预防中暑有三招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期我国北方天气的“主角”高
温，今后十天将扩展到整个中东部
地区——伴随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
的暂时休整，中东部地区将迎来今
年以来最强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10 日河北
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部、新疆
中南部等地最高气温有 40 摄氏度
至42摄氏度，新疆吐鲁番达47摄氏
度至 49 摄氏度。新疆、宁夏、甘肃、
陕西、四川等地有 31个县市日最高
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其中吐鲁番的
49 摄氏度超过了当地 47.8 摄氏度
的历史最高气温极值。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北
方地区的高温将继续蔓延发展；同
时伴随着副热带高气压带的西伸，
南方地区的高温也将逐日扩张地
盘。预计 13 日，全国高温面积将达
到364万平方公里，覆盖21个省份，
高温天气过程将达到最强时段。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说，此次高温天气的特点是持续时
间长、局部强度大，北方的高温以
晴热为主，而南方的高温以闷热为
主，因此南北方地区的公众在体感
上也有所不同。他同时表示，本次
高温与历史同期相比并没有偏强。

我国中东部将迎今年最强高温天气

7月11日，游客在扬州市一水上乐园戏水避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就推动医学教育改革
发展作出部署。

《意见》明确，从四个方面深
化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一是加快
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
养体系，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逐步实现本科临床医学类、
中医学类专业一本招生，逐步缩
减中职层次农村医学、中医专业
招收初中毕业生规模，控制高职
临床医学专业招生数量。深化院
校医学教育改革，夯实五年制临
床医学、中医学教育基础地位，
提升医学生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能力，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改革，加强临床教学基地建设。
加快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加强全员继续医学教育，健
全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建立健全
质量评估与认证制度，将人才培

养工作纳入公立医院和院长考核
的重要内容。二是促进医学人才
供给与需求有效衔接，全面优化
人才培养结构。坚持按需招生、
以用定招，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供
需平衡机制。加强以全科医生为
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养，
完善定向医学生培养政策。分类
推进中医药教育改革，完善中医
药师承教育制度。以中西部地区
为重点，加强薄弱地区医学教育
能力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医教协
同管理。国家和各省 （区、市）
分别建立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医学
教育宏观管理协调机制，共建一
批医学院校和中医药院校，深化
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四是完善人才使用激励政
策。建立适应行业特点的人事薪
酬制度和人才评价机制，完善职
称晋升办法和人才准入、评价标
准，创新人才使用机制，提升行
业职业吸引力。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发展
加强医学人才培养

7 月 11 日，孩子们在昂船洲
军营欢送辽宁舰编队驶离香港。

当日，在顺利完成停靠香港
期间的各项任务后，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驶离香

港。香港特区政府在解放军驻香
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为辽宁舰编队
举行欢送仪式。不少市民自发地
为编队送别，感谢其为香港带来
的珍贵记忆。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 7 月 11 日电
（记者黄筱） 10 日，浙江省 《关
于在全省沿海实施滩长制的若干
意见》正式印发，自8月7日起施
行。借鉴“河长制”治水的经
验，将把海滩生态环境监管作为

“河长制”的深化和向海洋的延

伸，全面推行“滩长制”。
据介绍，滩长的主要任务包

括全面取缔海滩违禁渔具、“三
无”渔船，加强入海排污口和农
药清滩行为监管，加强非法占用
海滩，非法修、造、拆船舶监
管，加强岸线管理和整治修复。

我省下月起实施“滩长制”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李亚红 王思北） 金融、交
通、公用事业等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一旦出问题，可能导致金融瘫
痪、交通中断、社会紊乱等，具有很
大破坏性。国家网信办副主任杨小
伟11日在2017中国互联网大会开
幕论坛上说，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
部门起草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保护条例 （征求意见稿）》，保
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国家网信办 11日在其官网公
布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
条例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意见稿指出，政府机关和
金融、交通等单位，提供云计
算、大数据和其他大型公共信息

网络服务的单位，国防科工、食
品药品等科研生产单位，电视
台、通讯社等新闻单位等，运
行、管理的网络设施和信息系
统，若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
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
全、国计民生的，应纳入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保护范围。

意见稿提出，建设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应当确保其具有支持业
务稳定、持续运行的性能。国家
行业主管或监管部门应设立或明
确专门负责本行业、本领域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机
构和人员。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
络安全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员实
行执证上岗制度。

我国拟出台专项条例
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李亚红 王思北） 无人超
市、VR 购物……最近吸引人们
关注的这些新鲜事物，今后或将
更多地走进百姓生活。工业和信
息化部部长苗圩 11日说，将加强
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加快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研

发和商用。
苗圩是在 2017中国互联网大

会开幕论坛上发布上述信息的。
他表示，将推动互联网与其他产
业跨界融合创新，加快构建普惠
性、精准性创新支持政策体系，
打造以市场服务为纽带、以价值
链共创为基础的市场化运行机制。

工信部负责人：

将加快人工智能等技术商用

辽宁舰航母编队驶离香港
市民依依不舍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