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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军侠，今年59岁，我的家
乡地处秦岭北麓残山区，在陕西省宝
鸡市高新区天王镇杨家庄村。

我们村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干
旱缺水，不少年轻人都外出务工，我
儿子也是其中一员。天有不测风云，
2012年秋季，儿子在外地发生车祸，
数日后，儿子入土为安，儿媳却改嫁
了，只留下出生才几个月的孙子，当

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了⋯⋯
那时的我，低沉、消极而又迷茫。我

和老伴始终无法走出悲痛的情绪。也不
想外出务工，地里杂草疯长。

我家的情况，村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那段时间，村党支部书记杨天才和村
委会主任杨江财几乎天天往我家跑，找我
谈心，帮我干活，从思想上转变我的想法。

“娃没了，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
管咋都不能再让孙子受苦！”在村干部
的耐心开导下，我重新振作起来。

有了想法，就要寻找好办法。
扶贫攻坚开始后，我家被列入贫困

户，扶贫干部入户为我宣讲扶贫政策，
征求我的发展意愿，扶贫干部送来10
箱免费中蜂，还随时进行技术指导。短
短一年时间，我养的蜂就繁殖到50箱。
今年要繁殖所以没割蜂蜜，等明年50箱
蜂就能给我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

别看我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干活却
是个好把式，家里4.2亩地，既栽花椒又
种核桃，还给自己留了点口粮田。而
且，家里养的几头猪又大又肥。

因为以前养过猪，我还想发展生
猪养殖。驻村第一书记马兴忠和驻
村工作队队长王少敏为我养猪出谋
划策。今年2月，21头小猪仔被送
进了我家猪圈。养一头猪政府补助
440元，再加上销售生猪的钱，今年
仅这一项，就能挣1万多。

我不满足现状，还想发展壮大。
现有猪圈太小。村干部又出面协调，
帮我找来一块离村组较远的闲置地新
建大猪舍。驻村干部还积极争取，为
我申请了3万元政府贴息贷款。

现在，一座9米宽、17米长的新
猪舍已经建成，虽说很累，但我心里
热乎得很。

（本报记者 张 毅整理）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天王镇杨家庄村农民杨军侠：

致富靠帮扶，更要靠苦干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5 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

坚定不移进行经济建设，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各行业各领域发展成就斐然。

图图①① 京沈高铁阜新半截塔特大桥京沈高铁阜新半截塔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杨 青青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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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不断显现，经
济结构在调整中不断优化，供给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经济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在
解读今年前 7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时说。

这一表述，也刻画了过去 5 年来中国经济
运行格局的总体特征。5 年来，我国始终坚持
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
战略机遇期，创新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统筹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战胜了
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交织的严峻挑战，中国
经济不仅“块头”更大了，“筋骨”也更强健了。

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
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在当年 11 月份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
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了

“新常态”：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
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
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
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
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经济增速换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可能
再 像 过 去 一 样 动 辄 实 现 10%以 上 的 高 速 增
长。这种换挡，既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
决定，也是主动调控的结果。

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创
新和改善宏观调控，处变不惊，保持定力，采取
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科学统筹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使经济运行始终
保持在合理区间。2013 年至 2016 年，国内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 7.2%，高于同期世界 2.5%和发
展中经济体 4%的平均增长水平。

从增量看，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如果按 2015 年不变价格计算，2013 年、2014
年、2015 年、2016 年经济增量分别是 43253 亿

元、43824 亿元、44477 亿元、46097 亿元，呈现
逐年递增。

更值得赞赏的是，我国按照“宏观政策要
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
路，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有力地保证
了就业、物价、收入等指标继续运行在合理区
间，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获得实
实在在的好处。

“综合起来看，7.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
2%的通胀率、5%左右的调查失业率，这样的运行
格局难能可贵，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世
界范围内一枝独秀。”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说。

此外，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深入实施，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教
育扶贫等成效明显，脱贫攻坚战取得新胜利。

发展水平向中高端迈进

2012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
工作时指出，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
方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不论从世界发展态势看还是从国内发展要
求看，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都是大势
所趋，刻不容缓。5 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更加重
视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使中国经济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全国上下牢牢把握扩内需这一战略基点，
积极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着力发挥消费
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内需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升。

其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稳定器”和“压舱
石”的作用日益增强。2016 年，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64.6%，比 2012 年提高
9.7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消费升级的势头持
续增强，居民消费品质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消费形态由物质型向服务型转变，升级类商品
消费快速增长。

投资在继续发挥好对稳增长的关键作用的
同时，结构也在持续优化。符合未来发展方向
的先进优质产能不断扩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增
速明显放缓，基础设施薄弱环节特别是民生相

关领域投资快速增长。
进一步从产业结构看，随着一系列鼓励和

扶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不断显效，服务业发展
势头良好，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支撑
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第二产业的结构也不断优化。十八大以
来，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和《中国制造 2025》等
规划引领下，我国加快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大
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积极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主动适应消费结构升级需求。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区域
开放开发步伐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推进，
雄安新区启动设立；长江经济带发展取得成效，
生态环保和经济辐射力增强。重庆、广州、成
都、武汉、郑州等一批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快速
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逐步形成。西部开
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四大板块”
统筹推进。

新动能新产业茁壮成长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指
出，改革开放这 30 多年，我们更多依靠资源、资
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快速增长和
规模的扩张。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
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
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
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加快从要
素驱动发展为主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发挥科
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
的前途命运。没有强大的科技，“两个翻番”“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难以顺利达成。

十八大以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人心，
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产业，持续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和
创造潜能得到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不
断涌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

在一系列鼓励和促进新兴产业
发展的政策措施作用下，我国新
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规模不

断壮大。2016 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5%，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 4.5个百分点。

同时，各地区各部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
命的新机遇，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数字
中 国 建 设 ，大 力 推 动“ 互 联 网 +”行 动 计 划 ，
促进互联网与社会各个领域融合发展，新业
态和新模式不断涌现，分享经济渗透力持续
增强。

随着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不断加快，
线上线下融合进程加快，互联网金融、移动支
付、城市商业综合体等新商业模式迅速涌现。
2016 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
462 亿笔，金额 2085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0%和 3.3%。

网络预约拼车、房屋共享、车辆租赁等分享
经济快速发展，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创造了
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根据相关机构估
算，2016 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 3.5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03%。

此外，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旅
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教育培训等幸福产
业也迅猛发展。2016 年，国内旅游比 2012 年
增长 50.2%，年均增长 10.7%；全国文化及相关
产业增加值比 2012 年名义增长 67.4%，年均名
义增长 13.7%，比同期 GDP 名义增速高 5.4 个
百分点。

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随着
更多新增长点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产
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发展壮大，茁
壮成长的新动能将为中国
经 济 的 持 续 健 康
发展注入新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