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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元素”走俏年货市场

农历兔年春节将至，随处可见各种兔元素的饰

品、工艺品，处处洋溢着浓浓年味。图为1月16日，

在广西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四把镇思平村小

稔屯，民间剪纸艺人展示自己的生肖兔剪纸作品。

新华社发（韦如代 摄）

□ 本报记者 安 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年

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的三件大事。”其中一件正是完成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

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脱贫攻坚战中，我国近1亿农村贫

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

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

绝对贫困问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

出了重大贡献。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过去一年，国家

发展改革委切实履行部门职责，把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突出

重要位置，以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

持、以工代赈、消费帮扶等工作为

重点，进一步优化政策举措，加大

资金项目支持，接续推进脱贫地区

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提升，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提供

有力支撑。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
扶持再提质

作为脱贫攻坚的“头号工程”

和标志性工程，易地扶贫搬迁改变

了我国960多万贫困群众的命运。

乡亲们从“穷乡僻壤”扶老携

幼来到现代化小区，面对新生活，

既兴奋又不安。作为易地扶贫搬迁

牵头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目

光持续对准后续扶持工作，及时部

署推进、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强化

跟踪监测，指导各地扎实推进各项

任务，深情续写易地搬迁“后半篇

文章”。

“要把搬迁安置点作为重点区

域，进一步推动各类政策资金和帮

扶资源聚焦发力”“把稳就业作为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第

一要务”“加大以工代赈资金项目

对安置点倾斜支持力度”……

这些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部

署，出自2022年4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联合国家乡村振兴局召开的

全国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工作

视频推进会暨部际沟通协调会议。

会上，巩固易地搬迁脱贫成果面临

的新形势、新挑战有了研判，2022

年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重点

工作方向有了部署安排。

方向明确，铆足干劲。国家发

展改革委推动各类政策、资金、资

源向安置点和搬迁群众倾斜：印发

实施《关于推动大型易地搬迁安置

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易地扶贫搬

迁后续扶持2022年工作要点》《关

于在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时

对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和搬

迁群众予以重点支持的通知》等；

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对10个 2021

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积

极主动、成效明显的地市予以督

查激励，通报表扬部分工作成效

明显市州；推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

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和搬迁

群众作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重点……

群众获得感如何？一份“数据

成绩单”作出回答：根据近期调

查，全国960万易地搬迁脱贫群众

中有劳动力 502.36 万人。其中，

474.15万人实现就业，就业率约

94.39%，218万户有劳动力的搬迁

家庭基本实现了至少1人就业。在

防止返贫动态监测中，共识别

31.4万搬迁人口为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目前均已消除返贫致贫风

险、落实帮扶举措。

各地累计为安置点配套建成

帮扶车间、农牧产业基地、商贸物

流园区、工业园区、乡村旅游点等

各类产业项目 3万个以上。中型

以上安置点基层党组织、村（居）

民自治组织实现全覆盖，70个特

大型安置点和部分具备条件的大

中型安置点均配建了“一站式”综

合服务设施。21个国家农村一二

三产融合示范园带动7000余名

搬迁群众就业，39个公共实训基

地承担安置点搬迁群众技能培训

工作。

坚守初心发挥“赈”的
实效

“钱也挣了，家也照看了，还看

到家乡越变越好，心里高兴得很。”

谈起在家门口以工代赈项目的工

作，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润溪乡莲花寺村村民曾奉琼开心

不已。

对于实现脱贫的人群而言，保

证就业是确保其增收的基本前

提。以工代赈受益面大、带动效

应强，能为群众特别是农民工、

脱贫人口等规模性提供务工岗

位，支持他们通过劳动增加收入、

创造幸福生活。

开展以工代赈工作，要求必须

确保项目资金充足。“2022年，国

家发展改革委联合财政部下达75

亿元以工代赈中央投资。”国家发

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有关负责人

告诉本报记者，这些中央投资已带

动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本等18

亿元，支持中西部有关省份实施以

工代赈项目2060余个，预计将带

动超过数十万名农村低收入群众

在家门口务工就业，人均增收超过

8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202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中央预算内投

资项目劳务报酬占比由原来的不

低于15%逐步提高至30%，最大

限度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参与工

程建设。

持续发力后劲充足 有家有业更加幸福
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 谢 欢

□ 本报记者 王 斌

特色大棚里蔬菜丰收，带动了致

富，也振奋了精神；土坯房改造，屋里

敞亮，农户心里更敞亮……回望过去的

一年，甘肃省玉门市乡村振兴路越走

越宽，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新年伊始，本报记者来到甘肃玉

门市六墩镇的蔬菜种植基地，一片翠

绿映入眼帘，拱棚内的蔬菜正焕发着

勃勃生机。“2022年我种了两个拱棚蔬

菜，春天种了西红柿、辣椒，秋天又种

了油麦菜、小白菜，一个大棚大概可以

收入8000元左右，收益挺不错。”玉门

市六墩镇昌和村蔬菜种植户张宗梅满

脸喜悦地说。

玉门市六墩镇坚持以产业振兴助

推乡村振兴，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因地制宜修建温室拱棚，大力发

展设施农业，在种植常规设施蔬菜的

同时，试验示范种植羊肚菌、金瓤西瓜

等反季节作物，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目前，六墩镇在现有的285座温室

大棚的基础上，还计划新建日光温室、

钢架拱棚27座，推动设施农业增产提

质，切实让设施农业成为村民们致富

增收的“新引擎”。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玉门

市还推动乡村的“硬件”和“软件”同步

升级，打造“环境美”“生活美”二者兼

具的现代“田园新村”独特模式，使人

民群众的幸福感得到了不断提升。

日前，本报记者走进玉门市柳河

镇蘑菇滩村58岁农户王建平的新家，屋子里宽敞明

亮，家电、网络宽带、天然气设施等一应俱全，柜子上

摆着的全家福让人感觉温馨和睦。“以前住的平房，

干什么也不方便，现在我们的新房子既美观又安全，

住在新家别提多高兴了。我算是赶上好时候了，以后

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王建平感慨地说。

据了解，2021年以来，玉门市精心打造柳河镇

蘑菇滩村土坯房改造示范点。在充分尊重农户意愿

的基础上，采取拆除腾退、易地新建的方式，对全村

各居民点散居有建房意愿的农户进行整合，拆除原

有土坯房宅院19处，分两期建设2层楼居式住宅

96套，并对原有河道进行治理，修复河道边广场

1处，栽种绿植景观1公里，打造假山、凉亭、绿地等

园林景观，使昔日的臭水沟变成了清水河。同时，玉

门市不断完善水电暖、排污、硬化、亮化、绿化等，满

足农村居民对高品质公共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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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付朝欢

初步核算，2022年我国经济

总量（GDP）达到121万亿元，同比

增长3.0%。这是继2020年、2021

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

之后，又跃上新的台阶。按年均汇

率计算，120万亿元折合美元约

18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连续

两年保持在1.2万美元以上。

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分析指

出，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

意味着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生产

力、国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进

一步提升，意味着我国发展基础更

牢、发展质量更优、发展动力更为

充沛，意味着我国经济韧性强、潜

力大、空间广且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

1月17日，国新办举行中国经

济年度数据发布会，康义介绍了

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

答现场记者提问。

全面客观辩证看待
中国经济表现

“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

的复杂局面下，面对诸多超预期因

素冲击，能够交出这样的成绩单殊

为不易、成之惟艰。”康义说。

除了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

康义还从经济增速、产业发展基

础、内需总量规模、改革创新、高水

平对外开放、民生保障等6个方面

加以分析。

从经济增速来看，2022年我

国GDP增长3%。分季度看，一季

度GDP 同比增长 4.8%，二季度

增长0.4%，三季度增长3.9%，四

季度增长2.9%。

康义表示，全年3%是一个比

较快的速度。现在德国公布全年

经济增速预估数为1.9%；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国、

日本2022年GDP增长都不会超

过2%。另外，在全球粮食和能源

价格大幅上涨、输入性通胀压力较

大的情况下，我国价格形势保持平

稳，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的高通胀

形成鲜明对比。

从产业发展基础来看，粮食生

产实现了“十九连丰”，粮食总产量

达到13731亿斤；全国工业增加值

达到40.2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达

到33.5万亿元，均居世界首位；截

至2022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

程4.2万公里，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工业互联网已经广泛融入45个国

民经济大类。

从内需总量来看，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稳定在44万亿元左

右，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达到了

12万亿元，我国仍然是全球第二

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

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依然明显。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突破 57万亿

元，比上年增长5.1%，为稳增长提

供有力支撑。

从改革创新来看，“放管服”改

革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

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工

作稳步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

建设。2022年末全国登记在册市

场主体达到了1.69亿户，其中个体

工商户1.14亿户。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深入实施，新动能引领作用日

益凸显。2022年规上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快于

全部规上工业3.8个百分点；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比重达27.2%，比上年提高

2.7个百分点。

从高水平对外开放来看，外贸

外资较快增长。2022年货物贸易

总额达到了42.1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7.7%；1~11月份，服务进出口

总额达到 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6%；1~11月份，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11561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

增长9.9%，创历史新高。

从民生保障来看，2022年全国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2.9%，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国居

民人均转移净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

5.5%，快于全部居民收入增速。

2022年社会领域投资比上年增长

10.9%，其中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增

长26.1%，比上年加快6.6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各

项政策不断落实落细，生产生活秩

序有望加快恢复，经济增长内生动

力将不断积聚增强。基于长期积

累的物质基础雄厚、超大规模国内

市场优势明显、新动能支撑作用进

一步增强、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红利

持续释放、宏观调控经验丰富等优

势条件，康义判断，2023年中国经

济会整体好转。

消费恢复将带动整体
经济运行好转

“去年整个消费市场受到疫情

冲击较大，特别是聚集性、接触性

消费受限，对整个消费市场形成的

冲击较大。另外，居民消费意愿也

在下降，不敢消费、不便消费问题

比较突出。”康义说，消费市场受疫

情短期扰动比较明显。

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

面临的突出矛盾。2022年底，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

略规划纲要（2022-2035 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随后印发了

《“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

案》，对扩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

扩大就业、提高收入、改善收入分

配、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便利

化消费场景，把扩大内需和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作了一

系列安排。

“国家已经出台了进一步扩大

国内需求的中长期政策，各地区各

部门还会在扩大消费稳定国内需

求、带动经济恢复上发挥更多的作

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

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表

示，总的来看，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到新的阶段，消费环境、消费秩序

改善和居民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增

强，相信今年的消费恢复会有较好

的势头，将会带动整体经济的运行

好转。

对于2023年消费市场恢复和

消费规模提升，康义表示“充满信

心”。有利因素包括：我国居民消

费潜力巨大，消费结构升级总体趋

势没有改变；消费场景限制大幅减

少，线下消费和服务消费正在逐步

恢复；“互联网+”“数字+”等消费

新模式快速发展，绿色消费、健康

消费、文化消费比较活跃；就业稳、

收入增也有利于拉动消费。

投资发展有潜力有空间
有动力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

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32.8%，资本形成为50.1%，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17.1%。

“投资是2022年稳经济的一个

重要抓手。”康义说，2022年固定资

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结构不断优

化，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发挥了

比较好的关键作用。

2022年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持续提高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2.07万亿元，比2021年增长7.7%，连续6年保持货物

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其中，出口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总额为23.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进口18.1万亿元，同比

增长4.3%。图为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码头，一批国产小汽车在等待装船出口海外。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GDP达到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0%；人均GDP达到1.27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