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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时至年中，经济形势备

受关注。上半年，随着经济社

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国

内需求稳步复苏，强大国内

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应对风雨

挑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支撑。

面对外部存在的不确定

性，如何充分发动强大国内市

场引擎，以进一步推动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近日，新华社记

者赴广东、重庆、安徽、吉林等

多地调研，探寻中国大市场蕴

含的发展动力。

复苏回升

内需成为稳增长“压舱石”

盛夏 7 月，伶仃洋上万里

波涛，海天一色。

全线合龙的深中通道，宛

若一只巨型风筝，盘旋在蔚蓝

海面之上。近日，随着东人工

岛主线连接隧道最后一段顶

板混凝土完成浇筑，国内首个

高速公路“海底互通立交”主

体正式成形，深中通道建设加

速冲刺。

“作为国家重大工程，深

中通道累计完成投资额已超

350 亿元。”深中通道管理中

心副主任范传斌说，深中通道

计划于 2024 年建成通车，将

深圳与中山的车程从 2 小时

缩短为约半小时，成为连通珠

江口东西两岸城市群的交通

大动脉。

跨越山海，千里之外的吉

林石化公司转型升级项目建

设现场，大型机械设备轰隆

作响，起重机吊起大型构件

稳稳安放在基座上……挂图

作战，抢先抓早，建设现场一

天一变样。

“吉林石化炼油化工转型

升级项目是吉林省单体投资

最大的工业项目，将推动传统

化工企业加快由‘燃料’向‘化

工产品及有机材料’转型升

级，打造国内传统炼化企业绿

色低碳转型示范工程。”吉林

石化科技信息与规划发展处

处长田原说。

一南一北的两处场景，

是今年以来扩大有效投资的

鲜明注脚。前 5 个月，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超过

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基

础设施投资挑起大梁，一批

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大项

目加快推进，必将大幅度带

动国内需求。

从消费来观察，能更真切

地感受到国内市场的韧性和

潜力。

6 月 18 日晚 8 点，重庆

市民何涛付款下单了一台 4K

高清显示器，清空了购物车。

“趁着有活动，赶紧下单买了

心心念念的好物。”何涛说。

京东平台近五成中小商

家成交额增长超 200% ；天

猫“618”开卖 4 小时，手机数

码家电类目超 30 家品牌成

交额破亿元；快手电商“618”

前 3 天订单量同比增长超

70%……

平台“618”成绩单，展现

线上迸发的消费热情，也折射

线下升腾的烟火气。1 至 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9.3%，增速比一季度

加快 3.5 个百分点，消费大盘

稳中加固。

“上半年，广东省消费恢

复情况好于年初预期。”广东

省统计局局长杨新洪说，通过

家电下乡、新增小汽车牌照、

发放消费券等系列政策举措，

消费复苏势头良好，要进一步

加力巩固。

今年 3 月，全球知名会员

制仓储连锁超市开市客中国

大陆地区的第 3 家门店在上

海开启试运营；4 月，电动车

生产商特斯拉宣布加码投资，

将在沪新建储能超级工厂；5

月，明治天津工厂正式投产，

加强中国业务板块……

外资企业加速布局，国

内大市场“磁石”作用持续凸

显，成为中国经济应对外部

不确定性的有力支撑。今年

一季度，由投资和消费构成

的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100%。

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我国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

作用和投资关键性作用，着力

释放内需潜力。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

战略基点，有效激活的国内大

市场，成为经济恢复的‘稳定

剂’和‘助推器’。”复旦大学金

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说。

新意涌动

有力释放国内市场新动能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广

州市越秀区北京路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潮牌旗舰店里游客

精心挑选心仪商品，老字号小

吃店外排起长长的等候队伍，

书店内人们头戴VR 设备感

受智慧技术魅力……

“通过引入智慧生活体验

店等新消费业态，遴选广府庙

会、迎春花节等特色新消费，

老街道焕发了新活力。”采访

中，广州市北京路核心区管

委会副主任练坚娟向记者

介绍了两组数据：上半年，北

京路商圈客流总量 5531.1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6% ；总营业额 90.69 亿元，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03%。

今年以来，消费焕新，为

市场注入新活力。

端午假期，全国国内旅

游出游 1.06 亿人次，按可比

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112.8%，民俗游、避暑游、研

学游火起来；餐饮业日益火

爆，多地重现“吃饭要等位、打

卡要排队”的热闹场景；直播

电商、即时零售、潮流夜市等

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

消费市场日益回暖的背

后，既有疫情防控平稳转段带

来消费潜能的释放，更有消费

本身向发展型、享受型和品质

型升级的大势所趋。

走进大众汽车（安徽）有

限公司生产基地，数百个机

器人正有条不紊地工作，硕

大的工厂车间不超过百名工

人。这个生产基地将于今年

年底实现量产。总投资 231

亿元人民币的大众安徽新能

源汽车项目计划，将构建涵

盖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

务领域的完整新能源汽车价

值链。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

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近

日表示，中国汽车市场特别是

新能源汽车市场潜力巨大，大

众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

提升针对中国市场需求的研

发能力。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达 378.8 万辆和

374.7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

40%。近日，我国新能源汽车

生产迈上 2000 万辆大关，开

启新的里程碑。

放眼全国，各地扩大有效

投资“新”风拂面。

在贵州，多个数据中心项

目建设如火如荼，超大型数据

中心集群初具规模，吸引优质

企业纷至沓来；在江苏，

着眼“今天的投资

力度就是明天

的发展速度”，

5G 基站、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基建投资占

比不断提升……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

长点，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

新，国内市场新动能持续涌现。

产业高端化扎实推进，1

至 5 月份，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6.8%，明显快于规

模以上工业；数字经济带动增

强，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广泛应用；绿色转型持续

深入，5月份，以锂电池、太阳

能电池、电动载人汽车为代表

的“新三样”产品出口额同比

增长 50% 以上……

“各地区各部门积极培育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新

动能不断壮大，对经济发展支

撑作用不断增强。”国家统计

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说。

坚定信心

内需仍需着力挖潜

“人流恢复了，营收还没

恢复”“来打卡的多，买东西的

相对少”……一个文创街区

的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相比去

年，这里确实热闹多了，但盈

利还没有明显好转。

微观感受也得到了宏观

数据的印证。

受多重因素影响，消费恢

复面临挑战，5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回落；部

分企业效益下滑、市场预期不

稳，1至 5月份民间投资同比

下降 0.1%……尽管内需总体

回暖，但市场需求不足、内生

动力不强的问题不容忽视。

理性看待问题，更要积极

应对，持续加力推动内需市场

稳步恢复。

炎炎夏日，走进吉林省吉

林市昌邑区五金站小区，房龄

近 30 年的老小区院落整洁，

楼体粉刷一新，居民正在树荫

下乘凉。

“现在小区路修好了，楼

道更干净了，新单元门更有

安全感了，平时散步、健身

都能满足。没想到，住了这

么多年的老房子也能像新

小区一样。”小区居民苗学

进告诉记者。

既进行道路改造、雨污分

流、屋面防水等硬件改造，也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建设“口袋

公园”，优化绿地布局……今

年起，吉林市还将分阶段启动

60 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

2万户。

内需市场，一头连着经济

发展，一头连着社会民生。

改造提升农村流通基础

设施，带动农产品输出、促进

农村消费 ；老旧小区改造解

决民生难题 ；精准投资满足

教育、文化、养老需求……

“补短板”和“促升级”协同发

力，推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

释放。

进入 7 月，一架架满载巫

山脆李的“脆李专机”从重庆

巫山飞往北上广深等各大城

市。今年“脆李季”，重庆巫山

预计运输总量超过 300 吨，在

全国超过1000座城市实现“次

日达”。

从“枝头”到“餐桌”，因品

质消费而兴，因通达物流而

畅。小小脆李，既折射国内大

市场旺盛需求，更映照扩投资

促消费广阔空间。

增加制造业投资，加大重

点领域“补短板”力度，系统布

局新型基础设施，增强投资增

长后劲；提升传统消费，培育

新型消费，扩大服务消费，适

当增加公共消费，着力满足个

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需

求……

培育强大国内市场，空间

广阔，前景可期。

在调研中，地方宏观经济

部门负责同志、企业家都有共

同感受——我国宏观政策既

审时度势、科学研判，也聚焦

重点、精准发力。

近期，从新能源汽车下

乡到促进家居消费，相关部

门正抓紧制定出台恢复和扩

大消费的政策；从加快实施

“十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

程到推动民间资本参与国家

重大项目建设，促进民间投资

正持续加力。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应

持续显现，市场需求逐步恢

复，供给结构不断调整，相信

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将持续增

强、结构将持续向优、态势将

持续向好。”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据新华社）

近期，全国多地接连监测

发现猴痘病毒感染病例，猴痘

病例有所增加。我国疾控机构

高度重视，加强了入境人员、

重点人群监测，医疗机构监测

等，及时报告疫情，持续开展

风险评估。

普通人群是否易感？重

点人群如何防范？有哪些公

众需要了解的猴痘防治科学

知识？国家疾控局 7 月 14 日

组织专家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解答相关热点问题。

生活接触传播风险低
“猴痘病毒主要通过密切

接触传播，特别是性接触传

播。生活接触传播风险比较

低，普通人群接触猴痘病毒机

会很低。”中国疾控中心卫生

应急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施国

庆介绍，目前已排查发现性接

触以外的其他密接人员 300

多人，没有发现感染者。

猴痘是由猴痘病毒感染

所导致的人兽共患病毒性疾

病，猴痘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

皮肤或黏膜进入人体。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2022 年 5

月份以来的猴痘疫情，感染人

群基本是有男男性行为人群

及他们的关联人群。

施国庆表示，从我国内地

6月份报告调查的 106 例病例

情况来看，101 例为男男性行

为人群，96 例在发病前 21 天

内有明确男男性接触史。目前

猴痘疫情主要在高风险人群

间通过性接触传播。通过广泛

宣传普及防治知识，提高公众

防护意识，及时有效采取预防

措施，能极大程度减少感染风

险，有效控制疫情扩散。

防控重在及时发现与隔离治疗
部分公众关心如何有效

防控猴痘。对此，施国庆介

绍，猴痘防控主要策略是加

强宣传教育和综合干预，加

强多渠道监测，特别是及时

发现与隔离病人、追踪管理

密切接触者。

专家表示，对于猴痘疑似

病例和确诊病例，应及时转运

至医疗机构进行隔离治疗，如

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可转为居

家隔离治疗。居家隔离治疗期

间，单人单间居住，避免与家

人皮肤或黏膜直接接触，做好

污染物消毒，非必要不外出。

对于经疾控机构判定的

密切接触者，虽不需要集中隔

离，但要重点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期限为最后接触病例之日

起 21 天。自我健康监测期间

可正常生活与工作，须避免与

他人发生性接触，避免捐献血

液等。同时，坚持每天做好体

温测量和症状监测，出现不适

症状应当及时前往医疗机构

就诊。

在预防措施方面，专家明

确，猴痘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

外出时须戴口罩；国内猴痘疫

苗正在研发中，尚无可用于预

防猴痘的疫苗；目前从境外回

国不需要提供猴痘核酸阴性

证明。

出现这些症状及时就医
“感染猴痘病毒后的主要

症状为发热、皮疹、疱疹、淋巴

结肿大，皮疹、疱疹可能会瘙

痒。”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

科主任医师李侗曾说，如果发

现自身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

疱疹或淋巴结肿大，或是近期

与类似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应

及时就医并告知接诊医生接

触史和暴露史。

李侗曾说，从临床情况

看，大多数猴痘病例为轻型、

普通型，是可以自愈的，需要

住院治疗的比例约为 6%。对

于绝大多数免疫功能正常的

人群，感染后可获得较持久免

疫力，通常不会再次感染。

在治疗方面，治疗方法

主要为对症支持治疗和防治

继发感染。如发烧时，使用退

热药物，多补充液体 ；痘疱

疹破裂后，用碘伏、酒精等擦

拭消毒，防止继发感染。如果

没有继发细菌感染，疱疹多

数可痊愈，但疱疹较大、较深

的，若就医治疗不及时会留

下疤痕。

（据新华社）

——年中经济调研行之内需篇

国内市场引擎如何发力

？   普通人群是否易感
   重点人群如何防范

——专家解答猴痘热点问题

年中经济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