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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7月份国民经
济运行情况有关数据。在当日国新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刘爱华表示，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
外环境，以及国内暴雨洪涝、极端高温等
短期因素带来的扰动，在宏观政策加力、
各方面共同努力下，生产需求继续恢复，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培育壮大，高
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从7月份主要指标数据看，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总体延续了回升
向好的发展态势。”刘爱华说。

生产供给稳定增加。7月份，全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环比
增长 0.35%，八成行业、近六成产品实现
增长。装备制造业继续发挥“压舱石”作
用，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上个月加快
0.4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比上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

市场需求继续恢复。7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比上个月
加快 0.7 个百分点。1 至 7 月份，服务零
售额同比增长7.2%，继续快于同期商品
零售增速。7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
增长6.5%，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7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0.2个
百分点，主要受到毕业季的影响。7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

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技术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等新产业发展向好。7月
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0%，比上个月加快1.2个百分点；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同比增长
12.6%和9%。

“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
出现分化，一些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还
在显现，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
一步巩固。”刘爱华说。

政策发力推动扩大国内需求

7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2.7%，体育娱乐用品
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0.7%，新能源汽车零
售量同比增长36.9%；1至7月份，实物商
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8.7%，快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5.2个百分点……
7月份，消费需求延续恢复态势，商

品零售有所加快，服务消费保持较快增
长，新型消费不断拓展，线上消费占比稳
步提升。

投资方面，7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
资总体上保持了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的
发展态势。1 至 7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3.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10.4%。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1至
7 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10.9%，继续保
持两位数增长。

刘爱华说，随着相关政策的逐步落
地显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将逐渐得到有
效改善，供需关系也会进一步趋于均衡。

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态
势不会改变

展望下阶段，刘爱华说，既要增强风
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采取有力措施，积极
应对风险挑战，又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
发展信心，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仍是有利
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稳中向好、长期向好
的发展态势不会改变。

从生产端看，新动能日益成为经济
增长的新引擎。1 至 7 月份，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同
比分别提高 0.6 和 0.9 个百分点；虚拟现
实设备、新能源汽车等智能绿色产品都
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在带动外贸增
量提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
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 59%，同比提高
0.9个百分点，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
部件、集成电路、船舶等产品出口都实现
快速增长。

从需求端看，近期，各地区各部门加
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围绕国潮新品、区
域特色优化消费供给，亲子游、演出游、
赛事游、影视游等新型融合式消费快速
发展，成为带动消费增长的亮点。

从政策端看，宏观政策力度不断加
大、效应持续释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有利于破
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
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内生动能。中央政治
局会议对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部
署，各项政策正在落地见效，形成推动经
济增长的强大合力。

“尽管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中国经济
发展仍是有利条件占优，有基础、有条件
战胜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推动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刘爱华说。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透视7月份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新华社记者 潘洁 韩佳诺

新华社北京 8月 15 日电 8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
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同为发展
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是志同道
合的好朋友、携手前行的好伙伴。建交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两国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全局性、战
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在促进各自
国家发展振兴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稳

定和繁荣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去年卢拉总统成功访

华，我们就引领和开辟新时代中巴关系
新未来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巴方以
中巴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持续加强两
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方各领域交流
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的时代内涵，携手
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卢拉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巴中友谊
不断加强，合作日益多元。当前，两国在

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共同建设更加
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巴中关系对
于构建多极秩序和更加公正有效的全球
治理日益重要，对于两国和世界的稳定
和可预见性发挥了支撑作用。两国关系
的下一个50年，我们将并肩开辟新道路，
构建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巴西副总
统阿尔克明互致贺电。

就中巴建交50周年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互致贺电

寻亲公告
2024年8月13日凌晨5时邵东市

居民陈中华在邵东市宋家塘街道麦子
口村自家门口捡拾一名弃婴，男，出生
约一天，捡拾时被一件白色棉背心包
裹，肚脐眼有血迹，头发浓密。2024年
8月13日被送入邵阳市儿童福利院。福利院为其取名：郭嘉
伟。

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无人与当地民政部门或福利院联
系认领，将确定为弃婴，依法予以安置。

联系人：张雪梅
联系电话：0739-5121479

邵阳市儿童福利院
2024年8月14日

又到“8·15”。
火辣辣的烈日投射到中华门城墙上，热

浪炙烤着大地，此时的南京城犹如一个巨大
的火炉。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9周年纪念日，走
进这座满目抗战印记的城市，心中热血滚烫。

87年前发生在南京的那场抵御外敌的悲
壮战事，赋予了这座六朝古都不屈不挠的性
格。紫金山、光华门、雨花台、赛虹桥、下关
……每一处地名的背后，都有一段可歌可泣
的抗战历史——

1937年12月1日，侵华日军兵分三路，围
攻南京。此后10多天里，保卫南京的中国守
军奋起抵御，决死拼杀，血染山冈、城墙、街
道、江边……一个个效命沙场的英雄轰然倒
下，一段段热血忠勇的故事流传至今。

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会长、江苏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朱成山教授的办公室里，
记者看到了记载那段历史的一本本史料。在
那场悲壮且又充满血性的战事中，无数抗日
英烈血染沙场，寸土必争，用血肉之躯坚守到
了最后一刻。

紫金山，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
和彻夜炮击，中国守军虽伤亡过半，仍死战不
退。战况最激烈时，一位连长身绑几枚手榴弹
坚守阵地，日军冲上来时，他拉响了身上的手
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光华门，日军用野山炮轰塌城墙。面对冲
上城墙的日军，中国守军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敌人几次
冲上来，又几次被压下去。

……
“这场战事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便当时作为

首都的南京失陷，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意志永远不会改变，行
动永远不会停止。中国不会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副研究馆员王山峰告诉记者，南京陷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抗日武装一直活跃于南京周边，与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云台山下，65名新四军官兵的英魂静静
长眠于抗日烈士陵园中。

1939年2月25日，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一营的官兵进驻云台
山后石塘村，遭到日伪军包围，包括营长邱立生和教导员王荣春
在内的数十名官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战后，当地百姓将烈士遗
骸就地掩埋在云台山上。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修建烈士墓，
将65具遗骸集中安葬，并建立烈士纪念塔，将抗日烈士名字镌
刻于上。

“每一个烈士名字背后都有一段英勇抗敌的感人故事。”
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讲解员程侦满说，“这些为了国家和民族抛
头颅洒热血的先烈，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

青山处处埋忠骨。
1938年，新四军组建先遣支队挺进横山，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8 月 2 日，日伪军趁新四军主力挥师北上、进军苏

中之际，对抗日根据地形成包围，部分新四军战士在突围时遇
难。2009 年，南京市江宁区政府设横山烈士纪念碑，用以缅怀
革命先烈。

如今，云台山抗日烈士陵园、横山烈士纪念碑等都已成为南京
市红色教育的名片，每到清明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前来参观凭吊
的游客络绎不绝。

行走在南京街头巷尾，不经意间便可触摸一处处抗战印记。
这座城市从未忘记长眠于此的抗战英雄们。

紫金山北麓，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肃立于一片苍翠的
树木中。烈日当空，游客络绎不绝，他们重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中、苏、美等国飞行员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的血色
记忆。张爱萍将军题书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背后，矗立着
30座呈弧形排列的英烈碑，镌刻着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
英名。每一个烈士名字的背后，都是一首气贯长虹的抗日壮歌。

巍巍紫金山，见证了这座城市奋力抗战的烽火硝烟；滔滔长
江水，诉说着这座城市不畏强敌的英雄故事。

中华门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历经87年风雨侵蚀，依然历历
在目。城门下巨大的拱券门洞里，几位老人正在悠闲地健身。做
讲解工作的杭春喜跟老人们点头示意后说：“当年中国军人浴血
抗战，保卫家国，不就是为了今天的人们能够享受和平安宁的生
活吗！”

曾经遭受日寇铁蹄践踏的南京城，如今梧桐成荫，车水马
龙，一派祥和的氛围。

在“8·15”这个特别的日子，走在这座沐浴着和平阳光的城
市，可以欣慰地告诉抗战先烈们：这盛世，如您所愿！

（新华社南京8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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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7月24日，在山东永利新能源车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生产高
尔夫球车。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4日宣
布，猴痘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自2022年7月
以来第二次就猴痘疫情发出最高级别警
报，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为何再次发出最高级别警报

世卫组织说，猴痘病毒新毒株“分支
Ib”去年在刚果（金）出现并迅速传播，已
蔓延至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
等从未报告过猴痘病例的周边国家，这
是宣布猴痘疫情再次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

谭德塞表示，目前猴痘疫情具备在
非洲以及向其他大洲进一步传播的潜
力，这十分令人担忧。世卫组织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已报告的猴痘病例数超过

1.56万例，已超过去年病例总数，其中死
亡病例达537例。

本轮疫情有何不同

英国《自然》杂志报道说，在部分感
染病例中研究人员检测发现了引发2022
年全球猴痘疫情的主要毒株——“分支
II”毒株。然而，近几个月来，已报告的感
染病例中“分支I”毒株占比逐渐上升。过
去几十年来，“分支I”毒株在中非地区引
发了几次小规模传播，通常仅局限于少
数家庭或社区。

据这篇报道介绍，今年4月，研究人
员分析去年年底至今年年初在刚果（金）
南基伍省采集的样本，并发现“分支I”毒
株的变异株“分支 Ib”。该变异株似乎能
够通过包括性接触在内的多种途径在人

群中有效传播。此后，病毒已传播至人口
密集地区，推测是由性工作者等流动性
较强的人群传播到邻国。2022 年的全球
猴痘疫情感染病例数超9.5万例，死亡病
例数为180多例。

疫情应对有何进展

非洲疾控中心正在与丹麦生物技术
公司巴伐利亚北欧公司协商，以获得20
万剂该公司生产的两剂猴痘疫苗。世卫
组织上周也启动了猴痘疫苗的紧急使用
认证程序，这将加快低收入国家获得疫
苗的进程。世卫组织正在与各国有关机
构以及疫苗制造商合作，探讨潜在的疫
苗捐赠，并与合作伙伴协调，以促进疫
苗、治疗方法、诊断工具和其他资源的公
平获取。（据新华社日内瓦8月15日电）

世卫组织就猴痘疫情再次发出最高级别警报
新华社记者 曾 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