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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 2015 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至

6.9%，“中国经济硬着陆”“做空中国”的

唱衰论调卷土重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发

展趋势如何？还有哪些牌可以打？

的确，如果仅仅看到增速换挡，看不

到结构优化；仅仅看到人口数量红利渐

失，看不到人力资本红利上升；仅仅看到

传统低成本优势不再，看不到居民收入

水平提高扩大了消费需求、资源价格理

顺提高了配置效率，难免会对经济前景

得出简单化、表面化的结论。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些困难，是结

构调整、新旧动力交替的必然规律。全面

辩证地看，许多“好牌”也蕴藏其中。比较

突出的，一是消费。从2015年数据看，消

费对拉动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明显放大，最

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已达到60%以上。

二是服务业。继 2013 年首次超过

工业后，我国服务业连年快速发展，消费

升级、技术进步、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

调整所带动的大量需求，还将继续推动

服务业在“快车道”上疾驰。

三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近几年，

一大批创业创新者紧跟数字技术潮流，

创造的新型产品和服务不仅颠覆了传统

制造和消费模式，也改造着产业布局和

投融资方式，活力释放、百舸争流的生动

局面正在形成。

四是“互联网+”。中国接入互联网20

多年，网络通讯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网络用

户超过6亿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网络

企业涌现，人才和实力不容小觑。“互联

网+”与各行业实现深度融合，不仅是一个

重大经济战略，也是涵盖经济、文化、环境、

民生、政务等方方面面的鸿篇巨制。

五是新型城镇化。未来一个时期我

们要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

镇、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

城中村、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

近城镇化，必将持续引导有效供给、释放

巨大内需，这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

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

中国经济也能“打好牌”。首先是有

“打好牌”的充足底气。多年积累的雄厚

物质基础，量大质优的要素资源，完整产

业体系和强大配套能力，居民储蓄率高，

外汇储备充裕，劳动力丰富且素质不断

提升，这些在世界范围看都非常难得。

其次是有“打好牌”的正确思路。一方

面，结构性改革全面推进，一些“旧牌”正

在出清，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加快进

行，一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以减轻转

型阵痛；另一方面，新的发展理念正在落

地生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

五大理念，符合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

位和特定阶段，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

新特征、新趋势，有利于在未来国际竞争

中赢得主动。

回顾过去 30 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每

一阶段都伴随相应的困难问题，但都在

各种质疑声中闯关夺隘、一路前行，充分

显示了中国应对复杂局面的独特制度优

势和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有 13 亿多人

民的勤劳智慧，有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

丰富经验，有经济发展较强的内在支撑、

弹性空间，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

改变，一定能够克服困难、闯过关口，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中国经济“有好牌”更能“打好牌”
平 言

随着与北京携手赢得 2022 年冬奥
会举办权，塞外山城张家口一夜之间走
上世界舞台。然而在这之前，这个离首
都不到 200 公里的地方因贫困而闻名，

“大树底下不长草”“一山隔开两重天”，
全市 12 个国定和省定贫困县、43.89 万
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数量均居
河北省首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京张
携手筹办冬奥会的大背景下，张家口的
扶贫工作如何发力？

带着这个问题，1月 27日，我们到张
家口一探究竟。

借东风，穷村变了模样

从北京出发经过三个半小时，渐渐看
到远山披着白雪，张家口到了。一下车，
眼前是典型的四线城市老车站，灰黄的矮
楼，陈旧的设施，但是根据规划，这里很快
将建成宽敞明亮的高铁站，京张高铁通车
后，到北京的时间也将缩短为1小时。

这种“从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在
我们走访了张家口万全区宣平堡乡霍家
房村后，更加强烈。“人耍钱，路拐弯，家
家户户柴堆门”，这句顺口溜是霍家房村
过去的写照，和我们眼前这一片青砖黑
瓦的整洁房舍形成鲜明对比。屋外零下
17 摄氏度，走进村民范进英家，一股暖
意扑面而来。49 岁的主人范进英憨厚

地笑着，给我们捧上花生。这户农家刚
刚装修一新，屋顶立着一排太阳能采光
板，屋内一体式厨房、沙发、席梦思等一
应俱全，正等待开春后开办农家乐。

范进英的儿子在山西当兵，虽然春
节回不了家，但是老两口还是备上了丰
富的年货，“日子好了，该喜庆喜庆”。
2016 年，范进英有两个新年愿望：天然
气管道进村，已进村安装好大管道的污
水处理能联户。一旁的村支书范进平乐
呵呵地拍拍他的肩头：“别着急，开春之
后村里就紧锣密鼓安排咧！”

从穷变富，变化从两年前开始。霍

家房村距著名景点草原天路 27 公里，
是去坝上草原游玩线路上的一个必经
点，交通区位优势突出。近两年，张家
口市把沿线 5 个县的贫困乡村和自然
资源统筹起来，进行草原天路全线整体
规划，推动周边旅游资源立体开发与保
护，有力带动了沿线贫困乡村整体脱贫
致富。

霍家房村就是一个缩影。村里采取
“公司+支部+农户”的形式，以村民入股
的办法，引入投资，村企合作，建设了一
个集现代农业展示、新品种农业种植、餐
饮旅游采摘于一体的金聚现代农业示范

园，为该村解决了 200多个就业岗位，使
农民收入由单纯的种植收入向“土地租
金+参股分红+打工薪金”多渠道增收转
变。2014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 12550 元，
2015年被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

“借冬奥会东风，会有更多的人到张
家口旅游。我们要往深里挖掘旅游资
源，做大旅游产业。”万全区委宣传部部
长赵勇琳告诉我们，霍家房村这种旅游
带动脱贫模式，是张家口市分批分类、精
准扶贫的一种做法。

兴产业，脱贫多了抓手

车行驶在弯曲的盘山路上，我们又向
着大山深处进发。一路不时闪现的土坯
房、破旧的牲口棚，提醒着我们来到了贫
瘠之地。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是个

“苦娃娃”，位于崇礼西北部，紧挨坝上，全
乡有两条大沟，5条支沟，气候干旱、多风，
地少。奥运场馆将主要集中在崇礼东部，
石嘴子乡主要还是得靠产业脱贫。

来到乡政府，冬日阳光打在院里的
照壁上，“干事、创业、为民”六个大字格
外醒目。乡里 8 个贫困村，2015 年已脱
贫 5个村。 （下转第二版）

图① 张家口中瑞工业园沃尔沃发

动机生产线正在生产中。

图② 白雪皑皑的崇礼滑雪场吸引

了众多滑雪爱好者。

本报记者 雷汉发摄
图③ 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山

沟里的蔬菜大棚，在冬日阳光下透着生机。

本报记者 祝惠春摄

“ 补 考 ”“ 赶 考 ”快 步 跑
——河北张家口精准扶贫工作探访

本报记者 郑 波 雷汉发 祝惠春

“王所长，我们这里停电了！你们快来看看吧！”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一。18 时，福建晋江市供电公司城

区供电所所长王培德正和家人围坐在桌前吃饭，刚吃了两口
就接到车厝村村主任的电话。

王培德立即起身，迅速换上工装，拿起手电走出家门。他
边走边通知所里值班的两位抢修人员，几个人急匆匆往现场
赶去。

10 分钟后，抢修员庄东阳和蔡金土到达现场，发现车厝
村一台 10 千伏变压器由于重载跳闸，导致周边 300 余户家庭
停电。看到电力抢修工人，村民们都围了过来：“这么快就赶
过来了？辛苦你们了！”

确定故障，抢修人员向所里汇报了情况并着手准备抢
修。“安全防护措施已做好，可以开始施工。”抢修人员专注地
按照相关规程进行着每一步操作，没有一丝松懈和马虎。

“故障排除，可以复位。”蔡金土发出口令。
“准备就绪，立刻复位。”庄东阳复述着口令。
18时 20分，变压器开关复位成功，供电终于恢复了。
正当抢修人员收拾装备准备返回时，“啪”的一声，变压器

再次跳闸断电。
“车厝村很多村民都在外打工，村里平时住的人不多，用

电量不大。过年这几天村民们都回来团聚，晚饭的时候特别
容易超负荷，导致变压器重载、开关跳闸。”王培德一边帮抢修
人员打灯，一边向记者介绍。“是啊，今年村里比往年多了很多
人回来过年，家家都是吃火锅，显得热闹，肯定用电就多了。”
村民王道汉回应着。连续两次跳闸让抢修人员有些着急，“这
大过年的，停电可怎么行！”经过仔细检修，18时 53分，抢修人
员第三次将变压器开关复位。

“你们先回去，晚上我在这边守着吧。等过了用电高峰，
用电负荷降下来，电压稳定了我再回去！”抢修员庄东阳说。
说完，他在变压器旁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

看到抢修人员在寒风里守着变压器，村民很感动。家住
变压器附近的王建忠老人邀请庄东阳到屋里暖和暖和，“反正
我家就在旁边，有什么问题再过来也来得及。”“谢谢您，我在
这儿看着比较放心！”庄东阳笑着说。

绚烂的烟花映红了庄东阳的面庞。“我是 2000 年进电力
公司的，守了不下 10 个除夕夜了。不过这不算什么，看到大
家热闹过年，我心里就踏实啦！”庄东阳说。

“春节假期是当地的用电高峰，公司安排了人员 24 小时
值守，其他回家过年的员工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以防出现突
发事件，总之要让大家过一个亮堂堂的年。”晋江市供电公司
总经理黄颖峰说。

“让大家过个亮堂年”
本报记者 石 伟

本报北京 2 月 9 日讯 记者郑彬报道：2016 年春节假日
第三天，全国旅游市场节庆氛围浓郁，活动内容丰富，各地多
业态旅游亮点纷呈。

记者 9 日晚从国家旅游局获悉，各地结合当地民俗传统
和地域特点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旅游节庆活动，营造
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丰富了游客假期生活。假期前 3 天，
50 家旅游监测景区景点和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 143.6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5.0%，门票收入 2760.2万元，同比增长 16.1%。

乡村旅游唱主角，山东农家乐、渔家乐、乡村过大年等活
动深受城市游客的喜爱。古镇旅游迎高峰，四川平乐古镇仅
2 月 8 日一天就接待游客 17 万人次，成都宝光桂湖文化旅游
区接待 11.2 万人次，洛带古镇接待 10 万人次，街子古镇接待
8.9万人次。养生旅游受欢迎，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接待游客
情况持续火爆，整个城区三天接待全国各地来此休闲、度假、
养生的游客超过 30 万人次，医、药、养、游成为泰州旅游的一
个新亮点。另外，各地研学旅行、科技旅游、体育健身、文化体
验等多种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业态。

各 地 多 业 态 旅 游 亮 点 纷 呈

本报北京 2 月 9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9 日是农历正月初
二，全国各地出现出游热，铁路、航空出行人数大幅增加。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2月 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约 5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72列。

2 月 8 日农历正月初一，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317.7 万人
次，同比增加 8.9 万人次，增长 2.9%，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武
汉铁路局发送旅客 19.5 万人次，增长 4.2%；上海铁路局发送
旅客 70.9 万人次，增长 8.2%；南昌铁路局发送旅客 20.8 万人
次 ，增 长 11.4% ；成 都 铁 路 局 发 送 旅 客 27.2 万 人 次 ，增 长
7.9%。

9 日，乘坐飞机出行的人数也有所增加，南航 9 日计划
执行航班约 1500 班次，预计将运送旅客超过 20 万人次，比
农历正月初一增长了 11%。其中热门航线集中在国内和国际
一些旅游热点城市，如东南亚、南亚和位于南半球的澳新等
地，春节出游“往南飞”成为旅客首选。为满足旅客需求，
9 日南航计划增加航班 81 班，10 日计划增加 78 班，11 日计
划增加 131班。

正月初二出行人数明显增加

本报讯 2月 9日是农历丙申年正月初二，恰
逢藏历火猴年第一天。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
南等地各族群众，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庆祝两节
的到来。

在西藏，布达拉宫广场和大昭寺广场摆上了
喜庆的花坛、挂上了大红灯笼，和雪后一碧如洗的
天空交相辉映，增添了不少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在青海，格尔木市唐古拉山镇藏族群众在长江源
村进行了隆重的藏历火猴年庆祝活动，由 60 名青
年男女组成的演出人员向大家表演了“锅庄”舞和
歌伴舞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表演。

在四川，唐古拉艺术团“同心奔小康·光彩藏
羌情”慰问演出团走进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
县，为当地的藏族同胞表演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
艺节目，带来了新春佳节最诚挚的祝福；在甘肃，
玛曲草原上汉族藏族等各民族互相道贺新春，互
相赠送各民族特色节日食品，体现了各族群众一
家亲的和谐景象。 （详细报道见二版）

右图 2 月 9 日，人们在拉萨大昭寺广场上的

花坛景观前留影。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各 族 群 众 喜 迎 藏 历 新 年喜 迎 藏 历 新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