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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岁的邹火明，自从去年当选为村支书后，深深体会到村
里“上至瓦房，下至茅房”都关村干部的事。

正在央视播出的《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让
他心潮澎湃。第一集《一枝一叶总关情》即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总书记用‘一枝一叶总关情’这句诗提醒党员干部时刻想

着人民。他当过支部书记，深知基层的实际和困难，鞭策我们不
栽盆景、不搭风景，要为民做好事，办实事。”

一年多来，作为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凤凰镇上水田村党支
部书记，邹火明和村委带领乡亲盘活丢荒的土地资源，为村民平
均增收4000元，挖掘传统酿酒手工艺，打造特色品牌产业，年营
业收入约100万元。

“我决心在带领村民致富路上，不落下一个乡亲。”他说。
节目第二集《治国有常民为本》，则从重民生、兴民德、得民

心三个角度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说，对总书记用
典进行追根溯源，对其现实意义进行深入解读，给我们提供了深
刻的智慧启迪、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保障和改善民生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
益。”袁武振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各级党和政府
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医疗、教育、收入分
配、社保、住房、食药安全、环保等问题入手，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

节目第三集《国无德不兴》从崇德、明德、修德三个维度，阐
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德”的论述。

北京市西城区老墙根社区党委书记高红英，从事社区工作
13年。她说，看完这一集很有共鸣——社区是反映居民诉求、协调
利益关系的重要渠道，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一样，都要以德服人。

“社区党委班子是社区的领头雁，首先要有‘德’。正人先正己。”
近几年，胡同里流动人口增多，居民养犬数量上升，卫生问

题日益明显。一段时间，高红英带着社区工作者每天扛着扫帚
铁锹走街串巷清理垃圾，后来不少居民也参与进来，慢慢形成了
一支社区环境志愿服务队。

受此启发，高红英着手挖掘社区中“德才兼备”的能人，开展
社区活动，探索社区共同治理。“以德服人，居民们的心齐了，奉
献更多了。”她说。

节目第四集《国之本在家》从家庭、家教、家风三个层次，凸
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建设的重视。

山东省科学院副研究员孟光范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
说，看完这一集感触颇深——正是家庭、父母赋予了自己人生的
底色。“我出生在山东泰安的农村，挨着孔孟故里，靠知识改变命
运是从父母言传身教中得来的人生经验。”

36岁的孟光范，正在把父母给予他的宽厚、耿直、谦逊的品
格，传递给下一代。“在我们小家里，要求孩子做到的，我们两口
子首先做到。”

孟光范认为，良好的家风、和谐美满的家庭以及对后代
的正确引导同样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需要每一个
家庭去发扬和践行。“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和一个父亲，我
深感肩上责任之重，但也很有信心，从我做起把良好的家风传下去。”

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供电部门的特色读书活动中，《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
用典》被列为近期的学习重点。

“这样的解读形式非常好，专家的讲述也很接地气，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国家
电网嘉鱼县供电公司茶庵供电所主任程和平说，“总书记用典，无论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阐述，还是对于立德、家
风建设的要求，都给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近来，一度暂停的城轨交通、特高压
等项目审批陆续开闸重启，一大批基建工
程密集开工建设，引发了市场对于中国经
济重回“投资刺激”老路的担忧，甚至有声
音认为此举或将使坚持多年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功亏一篑。

投资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投资刺激
论”所担忧的，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
于投资拉动增长路径的依赖。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波澜不惊并平
稳前行，投资功不可没。但不能忽视的是，
频繁的投资行为也带来了产能过剩、高杠
杆、高债务等风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心。

基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外
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的判断，党中央、国
务院提出把稳投资作为推动经济稳定增
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强调既不过度依赖投
资，也不能不要投资，着力聚焦补短板扩
大有效投资，从短期看有利于熨平经济周
期波动、抵御外部因素冲击，从长期看将
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形成有效支撑。

从投资自身变化来看，近年来随着固
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不断优化，投资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表明我国经
济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以来，

投资增速呈逐月放缓态势，部分地区基础
设施投资还出现了同比下降，反映出投资
增长后劲不足，这给产业升级、带动消费
和促进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投资，高质
量投资既构成了当期需求，拉动了经济增
长，也形成了对未来的供给，对结构调整
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正因为如此，
要保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稳投资仍然是
关键性因素之一。一方面，要将投资增长
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
要把投资的着力点放在补短板上，加大关
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有效投资，以扩大内需
推进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切实发挥投资
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真正实
现“好钢用在刀刃上”。

当然，投资增速下滑并非孤立和偶然
现象，其背后是各种问题和矛盾不断累
积、相互影响的结果。没有发展理念的根
本转变，很难彻底扭转投资下滑的态势。
换言之，稳投资要摒弃过去那种重数量、
重规模的传统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以重结
构、重效益为特征的高质量投资理念。

需要指出的是，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是
无法实现稳投资这一目标的，需要突出重
点、分类施策。对于政府投资而言，要在
加强规范管理的同时，不断提高投资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发挥其对稳投资的引导带
动作用；对于社会投资而言，则要进一步
明晰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营造有利于社会
投资的发展环境，充分调动社会投资者的
积极性，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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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投资并非重回“投资刺激”老路
顾 阳

今年以来，美国采取单边主
义措施，挑起贸易战，导致中美之
间经贸摩擦和争端不断升级。特
别是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不仅层
层加码、步步紧逼，而且出尔反
尔、不断发难，甚至其领导人还抛
出荒谬言论污蔑诋毁中国。中国
不久前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
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对中
美经贸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
理，阐明了中国的政策立场，表达
中国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合作共
赢的决心意志。在两种主张、两
种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我们应
当如何认识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

实质？如何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
发展？怎样保持战略定力，理性
应对美国挑起贸易战的行为？为
了深入地解答这些问题，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副主任隆国强。

“中美经贸摩擦具有
必然性、长期性、全面性”

记者：今年以来，美国将矛头
指向中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引
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不少人
心生疑虑，甚至出现了一些慌张
和担心的声音。对此，您怎么
看？在您看来，中美经贸摩擦的
实质到底是什么？

隆国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
世界，世界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中
国。理性认识中美经贸摩擦的实
质，需要我们放宽历史视野，在更
高层次上“看世界”，把这一问题
放在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和世界
格局中来观察。

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中
不稳定、不确定、不可测的因素增
多，各种力量交锋、各种思潮激
荡、各种治理主张登场。从现在
到将来，世界格局演变向何处
去？影响因素又有哪些？我们的
研究认为，除了科技进步带来不
确定性、全球治理变革带来不确
定性外，更为重要的则是大国博
弈带来的国际格局的重要变化。

回顾世界历史我们发现，在新
兴国家由大变强的过程中，都经历
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往往会与守成
国家发生国家利益的激烈碰撞，无
一例外地会受到刻意打压，这是必
然遇到的“成长的烦恼”，是发展历
程中绕不开的“坎”。当前，中国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之间
出现博弈是必然的，中国作为崛起
的新兴大国受到打压也是必然的，
不过是时间早晚而已。今年以来，
美国无视前车之鉴、违反世贸规
则、不顾国内反对声浪，发动了迄
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就是重
要体现。其通过利益敲诈、战略遏
制、模式打压来打乱中国发展进程
的意图暴露无遗。

（下转第二版）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传世名篇
《桃花源记》，让世界知道了桃花
源里的城市——湖南常德。如今
的常德又有了更高的追求，开始
实践“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发
展战略。从鱼米之乡到鱼米之
香，常德这座“傍水而生”的城市，
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着
新的方式。

水城一体、湖河互联的海绵城
市建设，打造出洞庭湖畔的生态之
城；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全民行
动，造就了环洞庭湖生态圈的产业
之基；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创新
利用，叫响了生态旅游的“桃花
源”……金秋季节，记者在常德采
访，明显感受到绿色发展与宜居生
活相互融合、与产业发展互促共
进、与文旅康养相得益彰。

洞庭湖畔的“海绵”城市

常德市民张艳现在有个习

惯，晚饭后到穿紫河畔跑步。微
风吹拂，碧波荡漾，她常会停下脚
步，拍照发朋友圈，收获诸多点
赞。之前可不是这样，全长 17.3
公里的穿紫河沿岸曾分布了118
个排水口，直排的雨污混合水严
重影响水质。

改变穿紫河面貌的是河湖互
联工程和海绵城市建设。常德通
过启动花山生态湿地和内河水系
驳岸景观绿地建设，完成了穿紫
河、杨桥河、新河渠两岸以及滨
湖、朝阳湖、沾天湖、柳叶湖周边
生态驳岸的重建与修复。提质改
造后的河湖沿岸，植物生长茂盛，
鲜花盛开，百鸟争鸣，鱼翔浅底，
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全国首批 16 个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常德年平
均降水量超过1360毫米，建成区
江、河、渠纵横交错，湖、塘、池星
罗棋布。丰水城市如何建设海绵
城市，这是一道难题。常德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7大工程，禁、限建
设区的划定，蓝线、绿线的管控，
保护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提升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

在穿紫河南岸船码头泵站，
生长着郁郁葱葱的芦苇。常德市
海绵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李远国介绍，芦苇地就是个生态
滤池。芦苇下布满了天然滤料、
松散石块、渗水管、导流管等。从
泵站抽上来经过沉淀的雨污混合
水，经过这 10 多亩的生态滤池
后，就可达到直排标准。通过类
似的技术处理，如今常德主要河
湖的适宜区域，都种上了各种水
生植物。

海绵城市建设需要不断地投
入。常德人不把黑臭河整治作为
累赘，而是视为机遇。他们将流
域的开发与河道的整治、两岸的
城市景观、慢行交通系统、旅游通
道等一并设计和施工。穿紫河水
系治理项目同时建设了大小河

街、德国小镇等特色小区，已产生
了运营游船、出售出租商铺等收
入。截至今年 6 月底，城区海绵
城市建成总面积达 63.84 平方公
里。

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

常德是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
唯一同时拥有国家级经开区和高
新区的地市。去年 9 月份，常德
市提出了“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的发展战略。此后出台的《常德
市推进产业立市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努力培育
生物医药与健康食品、装备制造
与军民融合、烟草、文旅康养4大
千亿元产业集群和常德经开区、
常德高新区 2 大千亿元产业园
区，重点实施“常德品牌推广”“企
业上市加速”“产业集群壮大”“创
新创业创意”等8大行动。

（下转第三版）

保持战略定力 理性应对挑战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欧阳优

湖南常德：以特色产业壮大美丽经济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乔金亮

“在杭州没有手机，恐怕连要
饭都要不到。”说这话的是马云。
10 月 11 日，在杭州市打造全国
数字经济第一城动员大会上，马
云认为，未来杭州会出现一批“阿
里巴巴”，杭州会以数字经济为特
色参与世界竞争。

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
记周江勇说，数字经济是杭州的

“柱”和“梁”，杭州提出打造全国
数字经济第一城，不是一时兴起，
而是基于对形势的客观判断和理
性思考。对杭州来说，这既是一
种时代责任、一种使命担当，也是
一种自我挑战。杭州要在更高水
平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数
字经济这张金名片擦得更亮，提
升核心竞争力，勇当数字经济发
展的排头兵。

产业变革——
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是杭州主动
顺应科技产业浪潮、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驱动经济社会全方位变

革的探索思考和生动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杭州从缺矿

产、缺港口的资源小市一跃成为
经济强市。进入工业化后期，传
统产业占比过高、科技综合实力
不强等矛盾日益凸显。同时，新
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兴起，数字
经济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大调整、
大转型。杭州抓住机遇，抢先布
局，制造业叠加数字经济的“新制
造”故事正在悄然上演。

走进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一条条流水生产线
井然有序。“以前需要人力进行橡
胶块的分拣，每一个因子都会影
响橡胶块质量。”车间负责人介
绍，ET 工业大脑被应用到车间
后，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处理分析
每一块橡胶的信息，匹配最优的
合成方案，有效地稳定了混炼胶
性能。中策橡胶集团副总经理张
利民表示，通过挖掘生产数据的
潜力，公司良品率提高了5到8个
百分点，而一个项目的良品率提
升 1%，便意味着上千万元的利
润。 （下转第三版）

杭州：擦亮“数字”这张金名片
本报记者 黄 平

10月12日，轮船在江苏连云港港口集装箱码头装卸集装箱。海关
总署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22.28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9.9%。 耿玉和摄

（详细报道见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