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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备受瞩
目。

国家统计局 18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2个月，随着宏观组合政策
效应持续释放，经济内生动能继续修
复，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发展质量不
断改善，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延续回
升向好态势。

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前 2个月，经济运行持续恢复，

加上春节假期有力带动，国民经济起
步平稳、稳中有升。”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说。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主要生产需
求指标稳中有升——

从生产看，1至 2月份，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比上
年 12月份加快 0.2个百分点；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8%。从需求
看，前 2 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5.5%，服务零售额同比增
长 12.3%；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比上年全年加快 1.2 个百分
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速由上年全年
下降转为增长，1至 2月份全国民间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4%，上年
全年为下降 0.4%。

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进出口较快
增长。前 2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 8.7%，其中出口同比增长
10.3%，增速重回两位数。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由降转涨。1月份城镇调查失
业率为5.2%，2月份为5.3%，环比有所
上升，但与上年同期相比，1月份和 2
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都下降 0.3个百
分点。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
涨 1%，同比由上个月下降 0.8%转为
上涨0.7%。

1至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技术产业
投资和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同比分
别增长 9.4%和 15.1%；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新动能新
优势不断培育。

“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为全年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打下较好
基础。”刘爱华说。

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加固
在看到国民经济稳中有升的同

时，刘爱华也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
经济恢复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外部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比较多，国内
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经济
回升向好基础还需加固。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刘
爱华说，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显
效，工业生产增长加快，但当前部分
工业企业经营压力仍然较大，仍面临
订单不足、成本上升等问题。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
擎。今年以来，市场销售持续恢复，
服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也要看到，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基础仍待巩固，居

民消费能力和信心有待进一步提升，
供给质量结构仍需优化。”刘爱华说，
要继续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不断提升
消费能力和意愿，优化消费环境。

统计数据显示，房地产市场仍处
于调整转型中。前 2个月，房地产开
发投资同比下降9%，降幅比上年全年
收窄 0.6个百分点。但从销售来看，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0.5%，销售额下降29.3%。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
临的依然是前进中的问题、成长中的
烦恼。“今年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仍
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有利条
件强于不利因素。”政府工作报告对
今年发展形势如此概括。

1 至 2 月份，货运量同比增长
7.5%，营业性客运量增长 27.4%；服务
业景气度连续2个月回升……刘爱华
说，随着经济内生动能逐步修复，人
流、物流要素流动更加活跃，有利于
经济循环逐步改善。

推动经济持续向好、行稳致远
“1 至 2 月份主要指标在全年中

占比相对较小，后期经济走势还需进
一步观察。”刘爱华说，要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应对困难
挑战，推动经济持续向好、行稳致远。

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定为 5%左右。刘爱华说，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对今年工作进行
全面部署，明确了政策取向和重点任
务，提出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增量

举措，加上前期实施的降准降息、减
税降费等政策效应持续发挥，将有助
于推动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作为促投资扩消费的重要抓手，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迎来了新部署。国务院日前印发《推
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方案》，明确了 5方面 20项重
点任务。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政
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
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首位。

“哪里能出现新质生产力，投资
就要投到哪里，宏观政策就要转向
哪里。比如，当前面向战略性新兴
产业等领域的投融资尤为重要，要
用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投资强
度、解决制度性障碍，不断释放发展
潜力。”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刘俏说。

浙江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以
新技术激发新活力；辽宁着力做强做
大船舶与海工装备等 12个优势产业
集群；安徽推进布局前沿技术、提高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各地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
正在累积增强，加上宏观政策持续发
力显效，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有条件有支撑，经过努力可以实
现。”刘爱华说。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起步平稳 回升向好
——聚焦前2个月中国经济运行态势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唐诗凝

日前，在山东港口日照港，货轮停泊集装箱码头装卸作业。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为发展“明底线”“划边框”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就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前有进“淄”赶“烤”
的盛夏，后有“尔滨”冰
雪的燃冬，春暖花开之
际，甘肃天水凭一碗麻
辣烫火了，席卷各大网
络社交平台热榜。

麻辣烫火了！为啥
是天水？

一碗飘香的麻辣
烫，是当地人唾手可得
的快乐，也“烫”走游客

“偏僻”“匮乏”的固有
印象，升腾出物产丰
饶、资源丰富的崭新容
颜。

这是怎样的一个神
奇之地？

“反差”，是大多数
外地游客抵达的新印
象。

地处秦岭西端、渭
水中游，天水是黄土高
原的一抹绿，是莽莽山
间的“陇上小江南”，既
留存着西北的粗犷，也
不失南方的温润，体现
了甘肃的千面多变。

如果说美食是解锁
城市文化地图的一把钥
匙，秀美山川、人文历史
则是奔赴的“诗与远
方”。来自辽宁沈阳的
游客鞠月萱说：“吃不是
唯一的旅游动力，更想
看看西北不一样的风
景。”

走在天水的大街小
巷，浓郁的历史气息和
淳朴的风土人情扑面而
来。

天水底蕴深厚。这
是诞生于天水的名句：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明”……

丝绸之路重镇、中
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自
然风光。麻辣烫的热辣鲜香从舌
尖荡开：打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
羲庙、观赏千年古柏……每一个
转角，都藏着惊喜。

“一碗麻辣烫 20 多
块钱，收礼物收了十几
份！”来自陕西咸阳的游
客师怡兰说，她的手边
摆满了热心市民送的保
温杯、纸巾、饮料、麻花
等。

举办“麻辣烫”吃货
节、推出景区优惠政策；
随处可见的志愿者有求
必应；开设麻辣烫公交
车专线，免费接送游客；
本地人手绘的“逛吃”攻
略里，涌动着热情好客；
麻辣烫店主拿出“看家
本领”，收学徒授手艺
……

从“100 元能吃到多
少天水美食”，到“这个春
天在天水来一场最酷赏
花”，当地麻辣烫摊位客
流往来、景区人流摩肩接
踵。有网友热评称：天水
一定要接住这“泼天富
贵”。

全国游客对天水麻
辣烫的青睐第一时间引
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3
月 16 日，专门召开天水
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
进会，全力做好“大客流”
应对准备，努力实现“一
碗麻辣烫推动天水大发
展”。

始于“寻味”，兴于
“游玩”，成于“文化”。这
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城，
有的是劲道的口味、对味
的邀约、上头的爱。

清明节、五一等小长
假即将到来。网友说：

“夏有烧烤三件套，冬有
冰雪大世界，春有麻辣烫
手捧花。”下一站，又是哪
里？

锦绣中国东西交错、
南北互动，文旅消费涌动
澎湃。以文旅+百业，百

业+文旅，铆足了劲儿发展，把“一
时现象”变“一地品牌”，因地制宜，
文化加持，这或是文旅热持续火的
根本。

（新华社兰州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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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在天水市秦州区的天水名优小吃城一麻辣
烫店，商家为游客加工麻辣烫。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
见》3月 17日公开发布。意见出台的
背景是什么？提出了哪些重点任
务？记者就此采访了生态环境部有
关负责人。

问：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答：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保障

生态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实
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环境管
理制度，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水平的重要举措。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决策部署。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
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青藏高原生
态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43部地
方性法规均对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作出
规定。

截至 2021年底，全国省、市两级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面完成并
发布实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覆
盖、跨部门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部
署，提出新时期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
措施，对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
略实施、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支撑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问：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推进
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意见锚定两个时间节点目标
要求：到 202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
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
成。到 2035 年，体系健全、机制顺
畅、运行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
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力支
撑。

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充分尊
重自然规律和区域差异，以高水平保
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
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基于生态环境区域特征，把该保
护的区域科学地划出来，守牢自然生
态安全边界，把发展同保护矛盾突出
的区域识别出来，守住环境质量底
线，提高保护效率，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

二是要坚持源头预防、系统保
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严格执行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在源头预防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守
牢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底线，科学指导
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

三是要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管
控。聚焦区域性、流域性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
案，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的分
区分类管控策略，因地制宜实施“一
单元一策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一
刀切”。

四是要坚持明确责任、协调联
动。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体

责任，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建
立分工协作工作机制，提高政策统一
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重点任务？
答：一是全面推进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坚持国家指导、省级统筹、市
级落地的原则，完善省、市两级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统筹开展定期调
整和动态更新。推进国家和省级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系统与其他业务系
统的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完善在线
政务服务和智慧决策功能。

二是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通过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加强
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治理，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实施。促进绿色低碳发
展，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
级和清洁生产改造，引导重点行业
向环境容量大、市场需求旺盛、市场
保障条件好的地区科学布局、有序
转移。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
支撑，在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平
台依法依规设置公共查阅权限，加
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对企业投资的

引导。
三是实施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以“三区四带”为重点区域，分单
元识别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治理
差异化管控要求，维护生态安全格
局。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在地表
水、地下水、海洋、大气、土壤、噪声等
生态环境管理中的应用，推动解决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防范结构性、布局
性环境风险。强化政策协同，将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有关标准、政
策等制定修订中。

四是加强监督考核。对生态功
能明显降低的优先保护单元、生态环
境问题突出的重点管控单元以及环
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其他区域，加强监
管执法。将制度落实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纳入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将实施情况纳入污染防治攻
坚战成效考核。

问：意见提出了哪些保障措施？
答：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

的领导，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完善
工作机制，结合实际制定配套文件，

形成上下联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的良好格局。

二是强化部门联动。生态环境
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的相关政策，各相关
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加强本领域
相关工作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协调
联动。

三是完善法规标准。推动将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纳入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修订，鼓励有立法权的地方
研究制定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相关
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制定相关标准
规范。

四是强化能力建设。加强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领域相关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加快建立专业化
队伍。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信息
平台建设。落实资金保障。

五是积极宣传引导。将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教育
培训内容。加强宣传解读，总结推广
正面典型，曝光反面案例。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