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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7 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0 月 27 日同乌兹别克斯坦

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米尔济约耶夫当

选连任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5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达到前所

未有的高水平。双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

振兴进程中互学互鉴，在合作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过程中守望相助。中方高度重

视发展中乌关系，支持乌兹别克斯坦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明年是中乌

建交30周年，两国关系将站在新起点上，

双方要把握机遇、继往开来，争取更多实

实在在的合作成果，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政策对接，

推进全方位合作。扩大经贸投资规模，

挖掘数字金融、跨境电商等领域合作潜

能。中方愿从乌方进口更多绿色、优质

农产品。双方要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支

持两国企业继续开展油气领域合作。要

加强中乌减贫合作，丰富人文合作内

涵。欢迎乌兹别克斯坦奥运健儿来华参

加北京冬奥会。中方愿同乌方深化抗疫

合作，帮助乌方建设地区疫苗生产中心，

加强医疗体系能力建设。双方还要加强

执法、安全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和地区

安全稳定。中方支持乌方履行上海合作

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愿同其他成员国

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全面提升各领域

合作水平，推动上合组织在新起点上实

现更大发展。

米尔济约耶夫表示，感谢习近平

主席在我胜选后第一时间发来贺信并对

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建设事业表达信心，

这对我和全体乌兹别克斯坦人民是莫大

的鼓舞。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举

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高度赞赏、坚定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愿学习借鉴中方

治国理政经验。感谢中方为乌方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提供无私帮助。乌方坚定支

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立场，反对

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我完全赞同

习近平主席对发展乌中关系的意见。乌

方愿同中方加强经贸、减贫、互联互通等

领域务实合作，深化乌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乌方将积极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全力支持中方举办北京冬

奥会，期待同中方共襄盛举。作为上海

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乌方愿同中方紧

密合作，推动上合组织取得新发展。

双方还就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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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习近平 10 月 27 日同赤道几内亚总

统奥比昂通电话。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国同赤道

几内亚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政治互信

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方高度赞

赏赤道几内亚在涉台、涉港、涉疆、人权

等问题上给予中方有力支持，将一如既

往坚定支持赤道几内亚维护国家主权、

自主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推动两国各领

域友好合作结出更丰硕成果，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中方将继续为赤道几内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援助，深化

两国医疗卫生合作，拓展“一带一路”框

架内各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赤道

几内亚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

支持。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加速演进。中非要继续加强团

结，密切协作，相互支持，捍卫国际公平

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

欢迎赤道几内亚加入全球发展倡议，愿

同赤道几内亚等非洲国家一道努力，促

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发

展。中方愿同非方一道，开好中非合作

论坛新一届会议，规划好未来中非合作，

共创中非关系新局面。

奥比昂表示，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2

周年。今年也是中国首批援赤几医疗

队派遣 50 周年，中国医疗队为提高赤

几医疗水平、保护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

贡献，赤几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铭记

在心。赤道几内亚一直视中国为最重

要的战略伙伴，衷心感谢中方提供新冠

肺炎疫苗等宝贵援助，将继续坚定恪守

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

益问题上的立场，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赤几支持并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

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愿同中方一道，密

切双边各领域合作以及在非中合作论

坛框架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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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公布的三季度经济数据，进一

步凸显了我国消费市场的韧性。在经受

了短期多重因素冲击后，我国相关消费

市场数据出现回升，9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4%，增速比前一个

月加快 1.9 个百分点。这一方面印证了

“消费回升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的判

断，另一方面也表明挖掘消费潜力仍有

较大空间，未来仍要继续推动消费回升。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长 2.5%，增速放缓。商务部消费促进司

有关负责人指出，消费放缓的主因是受

疫情、汛情等短期、局部性因素影响，但

消费回升的总体势头没有改变。不仅如

此，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大幅回

落，下半年逐月回升，8 月份以后基数不

断抬高，所以今年下半年以来同比增速

有所回落，总体会呈现前高后低的格局。

这一判断在 9 月份的消费走势中得

到体现。9 月份，在促消费政策以及中

秋假期消费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市场增

势良好，不仅城乡消费市场同步恢复，农

村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同时，商品零售增

势良好，餐饮消费恢复态势延续，基本生

活类商品销售也持续较快增长，商品结

构优化升级，而网络零售拉动作用也持

续显现，实体店铺经营向好。

一系列有利因素支撑消费恢复，促

消费政策也不断发挥积极效应，消费新

模式则激发了新需求。从政策面看，促

消费政策加速出台，不仅加码短期促消

费，更在长期扩内需方面发挥作用。从

新模式看，网络购物、远程办公等快速

普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

办公业态，特别是消费数字化正进一步

改善供需匹配，激发消费活力。

不过，消费增长的压力依然不能忽

视。例如，就业压力持续较大影响消费

恢复基础、收入对消费恢复可持续性的

支撑力不足、居民消费意愿有收紧风

险。因此，一方面消费将延续持续恢复

态势，逐步向正常增长区间回归；另一

方面增长压力仍然较大，重点品类消费

将呈现不同走势。

为持续推动消费回升，需采取多种

举措，进一步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把扩

大消费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结合起来，

通过找准市场需求和供给的发力方向，

推动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

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巩固消费复

苏势头，进一步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多 措 并 举 持 续 推 动 消 费 回 升
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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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在提升

结构更优化
本报记者

熊

丽

结构调整步伐加快

前三季度，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产业结构

不断优化，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重点行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北京市工业生产增势良好，

高端产业发挥引领作用。前三季度，北京市医药制造业同比

增长 3.3 倍，两年平均增长 1 倍；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21.1%，两年平均增长 18.9%。今年以来，

内蒙古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始终高于 35%，

贡献率达 73.3%。

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更趋优化。上海市创新

型、服务型、开放型、总部型、流量型“五型经济”加快发展，

前三季度金融业、批发零售业、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 7.3%、10.7%、12.5%，合计拉动全市 GDP 增长 3.7 个百分

点。山西省工业新动能增势强劲，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

中，非煤工业增长 17.3%，明显快于煤炭工业。

新产业新产品较快增长，新兴动能不断累积。江苏省顺

应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的新兴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前三季度

新能源汽车同比增长 2 倍以上，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锂离

子电池、传感器等产品分别增长 72%、48.4%、59%和 32.4%。

江西省电子计算机整机、充电桩、工业机器人、稀土磁性材料

产量分别增长 188.6%、140.8%、102.9%、66.8%。湖南省集成

电路产量增长 83.2%，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增长 12.7 倍，锂

离子电池增长 57.4%。

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攀升、疫情汛情冲击、

能源供应偏紧、芯片等重要生产资料不足等情况，对经济

运行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各地积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例如，天津市加快弥补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市场紧

缺 的 集 成 电 路 、金 属 集 装 箱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70.0% 和 1.7

倍。青海省强化重点地区、重点行业运行指导和跟踪服

务，多措并举加强要素保障，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平稳较快

增长。 （下转第二版）

深秋时节，河北迁安市金岭矿山传奇景区天蓝景美。近年

来，迁安通过矿坑回填等措施，在废弃矿山上建起了生态园区，

实现了矿山的“绿色转身”。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地方经济“三季报”陆续出炉。截至 10 月 27 日，

除西藏外，30 个省份发布的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各地经济总体保持恢复态势，经

济结构继续优化，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经济稳定恢复态势延续

从地区生产总值看，广东、江苏、山东继续稳居前三。前三季度，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88009.86 亿元，江苏、山东分别为 84895.7 亿元和 60439.2 亿元。浙江、河南地区生产总

值分别超过了 5 万亿元和 4 万亿元，总量超过 3 万亿元的还包括四川、福建、湖北、湖南、安

徽和上海等地。

湖北、海南、北京、浙江、山西、江苏、安徽、江西、重庆、山东、上海 11 个省份同比增速

跑赢或持平于全国 9.8%的增速。其中，东部地区省份 6 个，中部地区 4 个，西部地区 1 个。

在四大板块中，中部地区表现抢眼。前三季度，湖北省以 18.7%的同比增速继续居

首，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4731.56 亿元。湖北省统计局党组成员、总统计师叶福生表示，今

年以来，湖北经济全面稳定恢复快速增长，一季度“高开高走”，二季度“半程精彩”，三季度

“加压企稳”，发展韧性持续显现。前三季度，山西同比增长 10.5%，安徽、江西同比增速均

为 10.2%，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湖南、河南同比分别增长 8.9%和 7.1%。

东部地区恢复势头向好，海南同比增长 12.8%，增速仅次于湖北，北京、浙江、江苏、山

东、上海分别同比增长 10.7%、10.6%、10.2%、9.9%、9.8%，高于或持平于全国平均增速。西

部地区中，重庆同比增长 9.9%，四川、广西分别同比增长 9.3%、9.0%，内蒙古、陕西、青海同比增速分别为 7.8%、7.0%和 6.7%。

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吉林、辽宁分别同比增长 8.0%、7.8%和 7.4%。

进入三季度以后，国内外风险挑战增多，全球疫情扩散蔓延，国内部分地区受到疫情汛情的多重冲击，叠加去年同期

基数抬升影响，各地主要经济指标同比增速有所放缓，呈现逐季回落态势。

目前，秋收已进入尾声，多地正开展秋

冬种。农业农村部宣布，秋粮增产已成定

局，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如何看待今年

的 粮 食 生 产 形 势 ？ 怎 样 确 保 粮 食 持 续 稳

产？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增产来之不易

连日来，江西省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农

技部门协助当地农户组织调度收割机到田

间，秋收顺利完成。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王毓龙说，今年全区收获秋粮 15 万亩，亩产

较去年增长 6%。

南京林业大学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

强表示，今年夏粮、早稻双双丰收，秋粮继续

增产，为实现全年粮食“十八连丰”奠定了扎

实基础。在疫情冲击、极端天气影响和农资

价格上涨的多重影响下，我国粮食生产再获

丰收，牢牢把住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今年春耕以来农资价格上涨明显，特别

是化肥价格大幅攀升。据统计，前三季度，

国产尿素、磷酸二铵、氯化钾和复合肥出厂

价 同 比 分 别 涨 了 25.2% 、30.1% 、23.7% 和

21.3%，推高了粮食生产成本。农业农村部

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按照国务院部

署，有关部门做好 200 亿元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资金的下达和发放工作，缓解农资

成本上涨的影响。前不久，2022 年小麦最

低收购价已公布，每斤比上年提高了 2 分

钱，也给种粮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表示，全国秋粮收获大头已经落地，从各地

实打实收情况看，河南、山西、陕西秋粮因严

重洪涝或干旱而减产，但其他主产区秋粮多

数增产，特别是东北四省区增产较多，算总

账全国秋粮是增产的。具体来说，有三个因

素：一是播种面积稳中有增；二是高产作物

玉米面积增加较多，光温水匹配较好，单产

提高；三是全国农业受灾程度总体轻于常

年。今年农作物受灾面积 1 亿亩左右，是近

10 年最轻的一年。

市场总体平稳

眼下，农业绿色转型加快推进，优质农

产品供给持续增加。今年国家启动实施了

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

性耕作面积 7200 万亩，建设退化耕地集中

连片治理示范区 200 个，开展综合治理面积

280 万亩。各地推进农业生产“三品一标”

提升行动，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数量达到 5.8 万个。

安徽省在全国首创制作并发布优质专

用水稻种植电子地图，引导用粮主体实现

“按图索粮”，发展优质专用粮食生产，打造

标准化的皖粮基地，今年全省优质专用水稻

占播种面积的 63%。

品质提升的同时，价格总体保持平稳。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

食集贸市场前 9月均价每百斤 129元，同比高

出 6.2%，粮价总体上涨有限，且主要受玉米价

格上涨带动。目前，南方一季稻丰收上市，品

质有所提升，市场购销两旺，价格高开后回落

趋稳；小麦收购旺季基本结束，国庆假期后价

格略有上涨；玉米开始陆续收获上市，市场流

通粮源充足，价格较前期有所下跌。

“在国际粮价大幅波动的情况下，我国

粮食市场运行保持基本平稳，关键还是供需

基本面牢固。”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唐珂认为，看待当前我国粮食供需总体

形势，应把握三个方面：一是粮食生产形势

好。夏粮早稻秋粮均增产，保供稳价有坚实

基础。 （下转第三版）

全年粮食生产实现预期目标——

秋 粮 增 饭 碗 稳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吉蕾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