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有16年了，我觉得这5

年村里的变化最大。

以前，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外出打工，20多户

贫困户种地收益差，增收致富难。2012年，高青

县试点土地流转，我们就想把土地集中起来种

植。当时，流转了村里的60亩土地种果树，每亩

地的流转费是1200元。

更大的转机出现在2013年。那年，我们花沟

镇鼓励“社村合一”，村上成立了乐农果树种植合作

社，果园面积一下子扩大到300亩，一些简单的农

活就交给村里的贫困户去做，按天给他们发工资。

刚开始，果园里只有桃树。尽管我们派技

术员专门学习了种植技术，可真干起来还是遇

到了各种问题。我们一边干一边学，慢慢摸

索，先后往果园里“砸”了200余万元。当地

党委、政府了解到我们的难处，从市里为我们

请来了果树专家，手把手地教技术。终于，

2015年果树大面积挂果，我们一起采摘致富的

桃子，大伙儿心里都乐开了花。

如今，我们果园种了苹果、核桃、黄金梨、桃等

7种果树近20个品种，今年刚挂果的蜜桃新品种是

山东省果树研究所的专家精心选育让我们试种

的。这些桃子品相好、口感甜，上市时间差也刚好，

乡亲们都说我们种的是“金桃”。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幸福。我们算了一笔

账，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每户每年能增收9000多元，

村上的21户贫困户也都摘了帽。从今往后，村民

致富大路更宽了、更顺了。 （潘 庆整理）

山东省高青县花沟镇岳家村党支部书记陈玉海：

一起采摘致富“金桃”

金桃甜生活更甜老乡老乡，一起小康

GDP增速连续两个季度保持在6.9%，这是今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的成绩单。这一GDP增速
水平好于预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表
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性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积极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全面深化
改革，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的良好态势。

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

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81490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提

高0.2个百分点。这是我国GDP增速连续8个季度
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表明我国经济运行始
终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
经济运行平稳，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最显著的特

征之一。2013年至201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分别为7.8%、7.3%、6.9%和6.7%。这些增速水平虽
然不及过去两位数的GDP增速，但仍十分不易。
当前，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由

于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
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
因此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
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挑战。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

段,经济运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
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
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面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党中央从经

济发展长周期和全球政治经济大背景出发，准确把
握我国经济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明确了中国经济
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
按照“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的大逻辑，我国始终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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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始终处于合理区
间。2013年至2016年，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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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平

稳的同时，与民生相关的就
业、物价等指标表现同样十分
平稳。今年前8个月，我国城
镇新增就业974万人。2013
年至2016年，城镇新增就业
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
上。就业形势的总体向好，为
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提供
了稳定的支撑。2016年，全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 元，比 2012 年增加
7311 元 ，年 均 实 际 增 长
7.4%。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
续7年高于城镇居民，城乡居
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从物价看，今年前 8个

月，我国CPI同比上涨1.5%，

远低于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CPI涨幅预
期调控目标为3%左右”的水平。2013年至2016
年，CPI年均上涨2.0%。
综合起来看，2013年至2016年，我国经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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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

在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转变
这一客观规律的同时，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性机遇,更
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大力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向形态
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条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积极
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培育
增长新动能，实现实体经济升级，扩大有效需求，更
好满足人们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
随着各项改革举措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

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经济稳中向好态势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
能不断积聚，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经济发展向
中高端水平不断迈进。
从产业结构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现价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6年提升至51.6%，比
2012年提高6.3个百分点。2013年至2016年，服
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0%。服务业持续较快发
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与日俱增。
从第二产业自身结构看，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加快实施，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装备
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
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现价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达到 32.9%和
12.4%，比2012年提高4.7个和3个百分点。
从需求结构看，各地区各部门按照适应把握引

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要求，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着
力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
放，消费升级势能持续增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
推动力。2013年至2016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55%，高于资本形成总额
贡献率8.5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生动地表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正在稳步提升，“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日益增
强。而且，消费升级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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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结构升级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
重要驱动力。
投资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着力

夯实基础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拓展基础设

施建设空间，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一批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大工程建成投产。更令人欣喜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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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经济增
速、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均
面临全新形势。不过，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的发
展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今年7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完上半

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后，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随即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
内容，将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
别上调0.1个和0.2个百分点至6.7%和
6.4%。此外，摩根大通和野村证券把
中国全年经济增速预期由6.7%上调至
6.8%。亚开行将2017年和2018年的
中国GDP预期增速分别由6.5%和6.2%
上调至6.7%和6.4%。
国际国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主要

立足于中国经济“四个没有变”的判断，即
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
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
有变，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随着改革创新、结构调整、动

能转换的加快推进，支撑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
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积极因素也将不断增强。
首先，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全国上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全面深
化改革，主要领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全面铺开，一些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外溢正效应不断显现。
其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

系，奠定了较为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有比较完
整的产业体系和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形成了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
从需求情况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快速发展阶段。2016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7.35%，距离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还有很大差
距；交通、水利、能源、信息基础设施、管网等基础设
施和民生领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一些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消
费需求增长的潜力也很巨大。
再次，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不再追求高增长，

而是追求在经济增长速度合理下的结构优化，增强
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升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各地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集众智、聚众力、汇众能，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潮涌
动，新动能新产业加快成长壮大，为经济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假以时日，异军突起的新动能必将构
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
此外，“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

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不仅为调速换挡中的中国经济
提供了空间和动能，也为艰难复苏中的世界经济提
供了机遇。
未来，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挑战多么复杂，

我们仍然要坚定信心，主动作为，在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适应、把握、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和稳定性，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
革深化稳预期，用政策连续强信心，用创新驱动增活
力，促进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

体量和品质：见证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图① 2017年9月1日，在宁夏银川市中国花卉博览园，投入运行的“云轨”列车驶过一片向日葵。

新华社记者 隋先凯摄
图② 2017年3月9日，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图为博览会上展示的用于电焊、搬

运和涂胶的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连 漪摄
图③ 2017年8月8日，游客在河南信阳市平桥区郝堂村游玩、欣赏荷花。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图④ 2017年1月11日，在安徽合肥市开明工艺宫灯制造有限公司内，工人在整理红灯笼半成品。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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