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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炜伟

14 日披露的 7 月份主要宏观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在更趋复
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实现下半年良好开局。尽管投资、消费等月度
指标出现了短期波动，但经济结构、质量效益展现出优化态势。
中国经济以稳中求进的姿态，应对稳中有变的环境，经济运行平
稳的基本盘继续夯实。

经济运行保持总体平稳

从生产和需求数据来看，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
生产方面，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增速与上月持平；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 . 6%，增
速比上月回落 0 . 4 个百分点。

需求方面， 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8 . 8% ，增速比上月回落 0 . 2 个百分点。 1 至 7 月份，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 . 5% ，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 . 5 个百分
点。 7 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2 . 5% ，增速比上月加快
8 . 2 个百分点。

针对投资、消费等需求指标的波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刘爱华分析，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一方面和往年高基数有
关，另一方面是各地加大了对基础设施项目合规性、合法性的
审查，提高环保标准等，短期可能会造成项目延迟。下半年随
着政策落地、项目审批加快，基础设施投资有望企稳。此外，
进口关税调整、电商促销活动等因素对短期消费增长造成一些
扰动，从 1 至 7 月的累计数据看，消费增长仍在合理范围内。

与此同时，就业形势保持稳定。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统计，1 至 7 月份，城镇新增就业 880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 80%。7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 1%，比上月上升 0 . 3 个百分点，与上年同月持平。

在刘爱华看来，7 月份，生产需求基本平稳，就业物价总
体稳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提升

观察经济运行，既要看速度、看总量，也要看结构、看效

益。7 月数据显示，经济结构和质量效益呈现优化态势。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从消费来看，1 至 7 月份，通讯器材

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网上零售额
同比增长 29 . 3%，消费升级态势延续。从投资来看，制造业投
资增速连续 4 个月保持回升，民间投资增速连续两个月小幅
回升，投资内生动力改善。 （下转 2 版）

稳 中 求 进 谋 新 局
从 7 月份数据看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新华社记者孙丽萍、吴霞、郭敬丹

2018 上海书展将于 8 月 15 日至 21 日登场，在黄浦江畔汇
书成“海”，迎来它的 15 岁生辰。

15 年来，上海书展坚持推广有态度、有品质、有价值的
阅读，使全民阅读从点点星光幻化为照亮城市的璀璨星河，
推动上海成长为全球文学阅读版图上的重要地标； 15 岁，上
海书展恰如青春飞扬的少年，不断探索和激活着这座城市的
出版记忆、文化基因。以阅读的力量，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

现代出版业发祥之地，见证改革开放 40 年

上海复兴中路 515 号，一档以小见大的展览“倒计时”迎
接上海书展启动。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里举
办“有我世界更大”主题展，回望 40 年辉煌。

橱窗里，一支充满怀旧感的塑料玫瑰花斜倚在译文社经
典———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之
中，致敬上世纪末外国文学繁荣景象的缔造者。从《简·
爱》到《百年孤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译文出版
社推出的外国文学名著每一部都是“爆款”，极大丰富了中
国人的文化精神生活。

“上海一直是外国文学出版的中心。新中国成立前，郭
沫若、茅盾、巴金、赵家璧等前辈就在上海开展了外国文学
的翻译出版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文学翻译家冯春说，
40 年时光荏苒，而“译文出品”的金字招牌在文学爱好者
心中却越擦越亮。

“译文现象”，恰恰是上海出版见证和参与改革开放
40 年的缩影。 14 日在上海图书馆揭幕的“上海出版改革开
放 40 周年图片展”，以影像书写 40 年上海出版的锦绣时
光：成立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拥有全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
一家 A 股上市公司；全国首个国家数字出版基地落户浦

东…… 40 年里，上海出版与时代同行、温故创新。

“朋友圈”不断扩容，书展“码头”融汇中西

“想过火，没想到会火成这样……” 2005 年紧随台风
“麦莎”步伐启幕的上海书展，热闹非凡的场景令作家余华
由衷惊叹。刚刚辞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奈保尔
2014 年曾来到上海书展上发布新书并庆祝生日，反复感谢
上海书展令其梦想成真，满足了这位世界文坛巨宿“多了解
一些中国”的夙愿。

为爱书人、写书人和出版人打造精神家园，持续提升国
际能见度和知名度……上海书展的“朋友圈”不断扩容。

回望百年历史，上海因开放而兴，因吸收全世界优秀文
化成果、融汇中西而形成“海派文化”。这也正是上海书展
的气质，它始终把打造中外出版文化交流平台、推动中国文
化走向世界作为使命。 （下转 2 版）

上海书展 15 年：成全球阅读版图重要“地标”
最近，浙江省缙云县给两家单位颁发了“蜗牛奖”。这一

奖项并非表彰“黄鹂与蜗牛”中那富有远见、坚韧不拔的“蜗
牛”，而是批评两家单位承建的项目进展滞后，“慢吞吞”与
“慢作为”。

随着作风建设的持续开展，一些部门和单位“乱作为”

现象有所改观，但随之而来的“慢作为”还相当程度地存在。
“慢吞吞”与“慢作为”，更像是一种软阻力、暗阻力，有

时候让群众跑断腿，磨破嘴，有苦说不出，形成各种“玻璃
门”。从表现形式看，有的办事拖拉，审批做“加法”，服务做
“减法”，可办可不办的，一推了之；有的以各种理由，能推的
推，能拖的拖，“该批的不批、能做的不做、能快的不快”，“慢
作为”最终往往导致“不作为”。

“慢吞吞”与“慢作为”，导致问题不断积累、矛盾逐步增
多，任其发展，就会损害群众利益，拖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
“后腿”。“有官必有课，有课必有赏罚。”针对“慢作为”，不仅
要用“蜗牛奖”倒逼，更要用有力措施去破解。科学有效的考
核是干部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作风的重要抓手。一方
面，要让敢负责任、有担当的干部受奖励、有奔头。另一方
面，也要有鞭策、有处罚，针对“慢吞吞”与“慢作为”，倒逼他
们动起来 、跑
起来、快起来。
(记者裘立华)
新华社杭州 8
月 14 日电

“蜗牛奖”对“慢作为”敲警钟

新华社记者

2017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
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
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
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一年多
来，“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备受
关注的热词，中国南方这片活跃
度极高的经济热土，又以崭新姿
态吸引了各界关切的目光。

在中国发展昂首步入新时代
的宏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的蓝图正化为脚步坚实的行
动，愿景正变成风生水起的现
实——— 从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到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从探索
科技创新合作到谋划构建协同发
展的产业体系，迈开了打造国际
一流湾区的步伐，生动展现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一国
两制”新实践的勃勃生机。

互联互通为大湾区

“通脉”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
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
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
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
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
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
措施。

香港人李志平常年驾驶大巴
车往返广东江门与香港，深圳湾
口岸经沿江高速通过虎门大桥，
是他最熟悉的路线。如今，他翘首
盼望着一条更便捷的通道——— 港
珠澳大桥。“只要大桥启用，我一
定会选择这条路，时间准，还不堵
车，大家都方便。”他说。

一桥飞架三地，碧海终成通
途。据了解，有“超级工程”美誉的
港珠澳大桥已全线贯通，进入通
车前最后准备阶段。

在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局长朱
永灵看来，这座全球最长跨海大
桥集三地之力、融三地之智、便三
地之民，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代表性工程。“三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在大桥建设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大桥必将成为
连接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的重要枢纽。”他说。

李志平工作的江门胜利汽车站每天有 13 班直通车前
往港澳。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车站正加紧改造，即将成
为香港机场的一个候机地点。这让李志平对自己的工作前
景充满了新期待。

港珠澳大桥是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标志
性项目。此外，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三季度正式通车，
在西九龙站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内地口岸区建设工作
已进入尾声；莲塘/香园围口岸、粤澳新通道(青茂口岸)
等项目也在加快进行。另据了解，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已启
动《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20-2030 年)》编
制工作，未来大湾区将建成“一小时城轨交通圈”。

除便利交通措施外，中央过去一年出台了一系列便利
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 8 月 3 日，国务院宣布
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其中包括取消台港
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事项。得知这一消息，在内地就读
研究生的澳门青年卢震豪格外高兴。

“未来我最希望在粤港澳大湾区工作，因为有便捷的
港珠澳大桥，开车穿梭三地会十分方便。”他表示，更重
要的是，包括取消就业许可证在内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
使澳门青年获
得了更好的发
展条件，迎来
了更好的发展
机遇。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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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4 日电(记者
郁琼源)财政部 14 日发布关于做好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要求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和使用进度。

意见明确，各级财政部门应当
会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
加快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准备成熟一批发行一批。省级
财政部门应当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
行节奏，科学安排今年后几个月特
别是 8 月、 9 月的发行计划，加快
发行进度。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不受季度
均衡要求限制，各地至 9 月底累计
完成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比例原则上
不得低于 80% ，剩余的发行额度
应当主要放在 10 月份发行。

这位负责人说，省级财政部门
应当根据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债券
市场情况等因素，选择招标(含弹性
招标)、公开承销等方式组织专项债
券发行工作。承销机构应当综合考
虑同期限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利率
水平及二级市场地方债券估值等因
素决定投标价格，地方财政部门不
得以财政存款等对承销机构施加影
响人为压价。对于采用非市场化方
式干预地方债券发行定价的，一经
查实，财政部将予以通报。

省级财政部门应当不迟于发行前 7 个工作日，与发行场
所协商地方债券，包括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的发行时间，发
行场所原则上应当按照“先商先得”的方式给予确认。

省级财政部门已向财政部备案发行时间的，按既定时间发
债。各地可在省内集合发行不同市、县相同类型专项债券，提高
债券发行效率。财政部不再限制专项债券期限比例结构，各地
应当根据项目建设、债券市场需求等合理确定专项债券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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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福建持续高温，奋战在铁路线上的劳动者
日夜坚守岗位，以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确保铁路运
输安全运行。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战高温 保安全

▲这是蒙华铁路峡河特大桥跨越宁西铁路曲线梁转体成功后的场景(8 月 14 日无人机拍摄)。
8 月 14 日，我国在建最长的重载铁路——— 蒙华铁路峡河特大桥跨越宁西铁路曲线梁转体成功。蒙华铁路峡河特

大桥位于河南省南阳市境内，全长 879 米。蒙华铁路北起内蒙古鄂尔多斯，终至江西吉安，是“北煤南运”的重要运
输通道。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蒙华铁路峡河特大桥跨宁西铁路曲线梁成功转体

8 月 14 日，在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古埂社
区快乐学堂，志愿者和小朋友一起绘制团扇。

新华社发（徐勇摄）

志愿者 暖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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