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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速比上月加快0.4个百

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速比上月加快0.5个百分

点，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全年目

标任务提前完成……

历经疫情等多重冲击，15
日出炉的10月中国经济“成绩

单”表明，尽管多重挑战下部分

指标增速放缓，但总体看，国民

经济延续稳健恢复态势，继续

彰显韧性与活力。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家

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

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说，10
月份，主要指标同比增速有升

有落，但从两年平均增速看，多

数指标均有所加快。此外，从

累计看，主要指标保持了较快

增长。

统计数据显示，前 10个

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0.9%，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14.9%，货物进出口

总额增长22.2%；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为5.1%，全国居

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

涨0.7%，均低于年度宏观调控

预期目标。国际收支基本平

衡，外汇储备连续 6个月保持

在3.2万亿美元以上。

发展韧性继续显现。尽管

受到疫情、汛情不利因素冲击，

我国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工业

和服务业经受住冲击，呈现改

善态势。尤其是市场保供取得

积极成效，10月份，我国原煤

产量同比增速由上月下降转为

增长4%，市场紧缺的金属集装

箱、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

76.2%和22.2%。

结构调整扎实推进。10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4.7%，比上

月加快 0.7个百分点；新能源

汽车、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分

别增长127.9%和12.3%。

“我国经济持续恢复态势

没有改变，积极因素在累积增

长。但也要看到，国际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国内经

济恢复仍存在制约，企业成本

上升压力加大。”付凌晖说。

值得注意的是，10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上涨 13.5%，与

CPI的“剪刀差”高达 12个百

分点，企业成本持续上涨，保供

稳价面临一定压力。

“针对原材料价格持续上

涨，公司积极寻找国内替代供

应商，在不降低产品品质基础

上优化产品结构，减少原材料

浪费。”安徽大汉机器人集团总

经理裴存珠说，当前正整合相

对分散的供应链和生产体系，

提升全链路效率，开拓国内销

售市场，平抑原材料价格上涨

影响。

付凌晖分析，受国际大宗

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影

响以及国内煤炭、金属部分行

业供给偏紧，PPI涨幅扩大。国

内各方面正加大增产增供力

度，增加对企业财政和金融支

持，减轻PPI向CPI传导。

“对于近期由于大宗商品

价格上涨带来企业成本上升、

实体经济困难增多的问题，还

是要高度重视，做好保供稳价

工作，积极助企纾困，促进经济

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付凌晖

说。

放眼四季度及明年初，我

国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依然复

杂严峻：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主

要经济体通胀水平持续升高，

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全

球供应链面临冲击；国内疫情

多点散发，消费、投资恢复基础

还需进一步巩固，就业的结构

性矛盾凸显……

“尽管面临一些风险挑战，

但是总的看，经济运行总体稳

定，发展质量逐步提高的态势

有望保持。”付凌晖说。

国内需求有望继续扩大。

从消费来看，就业形势总体稳

定，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升

消费能力。社会保障逐步完

善，疫情防控形势改善，消费升

级、消费模式创新的带动作用

也会进一步显现。

改革开放红利将继续显

现。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

断提升，“放管服”改革持续深

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

进，创新发展势头良好。

“高技术制造业以及高技

术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同

时高技术产业投资也在加快，

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仍会支撑

中国经济发展。”付凌晖说。

（新华社）

发展韧性持续显现稳中向好仍需加力
——聚焦10月中国经济“成绩单”

70余年来，几代中国人在

这里挥洒青春，用生命谱写可歌

可泣的拓荒史诗，用汗水和热

血，将偏僻、荒蛮、寒冷代名词的

“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

成为热滚滚的“中国饭碗”的代

名词。

东北抗联精神、北大荒精

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激励了

几代人。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

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

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北

大荒篇章，是对党的红色血脉的

赓续和传承。奋进新时代，启航

新征程，历久弥新的北大荒精神

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支撑

北大荒人战胜艰难险阻、夺取新

时代的新辉煌。

北大荒！北大仓！
1947年，按照党中央关于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

指示，一批解放军来到这片沉睡

的荒原，点燃“第一把火”，拉动

“第一把犁”，建立第一批农场，

收获第一次丰稔，有力支援了解

放战争前线。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新中

国成立之初，恢复农业生产、保

障粮食供应任务极为紧迫。为

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14

万转业复员官兵、10万大专院

校毕业生、20万内地支边青年、

54万城市知识青年陆续来到北

大荒，铲地、培土、收割、打粮。

他们扶起了犁耙，唤醒了荒原。

我国第三套人民币“壹圆”

上那位标志性人物的原型梁军，

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也

是北大荒最早的建设者之一。

1948年，18岁的梁军在

黑龙江北安参加拖拉机手培训

班，是班上70多名学员中唯一

的女学员。为学好驾驶技术，她

咬牙搬起几十斤重的拖拉机零

件，让男学员刮目相看。“别看我

是女子，再苦再累都不怕，我向

党保证，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梁军以坚韧的意志参加到

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之中，成为全

国各地无数青年的心中楷模。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在党中央号召下，

一批批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来

到北大荒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岁月流逝，记忆永存。在北

大荒博物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在一面长达 25米的铜墙前驻

足，这里镌刻着1.2万多名长眠

在黑土地上的转业官兵的名字。

扎根边疆干革命，广阔天地

炼红心。从北大荒到北大仓，几

代拓荒人在这里战天斗地，前赴

后继，百折不挠。

年产粮曾经只有0.048亿
斤的北大荒，如今连续10年稳

定在年产400亿斤以上，可以

满足1.6亿城乡居民一年口粮

供应。

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就是一

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史诗。

要改革！要创新！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的春风，借着垦区试办家庭

农场的契机，吃惯了“大锅饭”的

北大荒人开始义无反顾地走上

创业之路。一个个家庭农场在

改革浪潮中涌现并释放巨大能

量。

在北大荒精神的引领下，

北大荒人顺应时代要求，锐意

改革、勇于开拓、大胆探索，以

兴办家庭农场为突破口，打破

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建立

土地到户、机械到户、核算到

户、盈亏到户和生产费自理、

生活费自理“四到户、两自理”

以及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

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找到一条

适合垦情的农业改革之路，驶

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快车道。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黑龙江时指出，要深化国

有农垦体制改革，建设现代农

业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传承和弘扬北大荒精神，

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维护稳

定大局，北大荒人用火热的实

践与成果，推动北大荒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新光芒。

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北大

荒农垦集团实现政企分开、事

企分开、社企分开，企业活力

充分释放，2020年营业总收

入达 1423.3亿元，同比增长

15.4%；利 润 总 额 13.1 亿

元，同比增长 3.29倍。今年

上半年营业总收入 718.2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8%。 预 计

2021年北大荒集团粮食产量

将超过430亿斤，实现为国家

累计生产一万亿斤粮食的历

史性成就。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

通过稳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建立内控体系、界定主

业、压缩层级、三项制度改革，

北大荒各级企业主业更清晰，

运行更高效，北大荒特色的国

有企业治理模式呼之欲出。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吉林考察时强调，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把黑土地这个“耕地中

的大熊猫”保护好、利用好，使之

永远造福人民。

黑土地是北大仓的命根

子。

对于热血浇灌的这片沃

土，不能只是索取，更要呵护。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

子！”北大荒农垦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守聪说，“‘十四

五’开局，我们将坚持耕地合

理利用与严格保护并举，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并重，切实保

护好黑土地这个‘耕地中的大

熊猫’，守住耕地数量和质量

‘双红线’，不断夯实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根基。”

减化肥、减农药、减除草

剂，一场“三减”行动在北大荒

深入实施，引领绿色优质农业

发展，更好地保护黑土地。

2020年，北大荒落实农

业“三减”示范面积 1592万

亩，化肥和农药用量同比分别

减少 30585吨和 669吨。今

年将加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

肥、绿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

“三减”示范区测土配方施肥、

标准化植保机械作业将实现

全覆盖，化肥农药使用零增

长。

预计“十四五”时期，通过

加快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

色农药替代传统农药、地表水

替代地下水、保护性耕作替代

传统翻耕、智能化替代机械化

等措施，2025年有望实现土

壤有机质含量提高 0.5克/千
克，耕层平均厚度达 30厘米

以上的目标。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粮

食生产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

步。目前北大荒农业机械化

率达 99.6%。拥有飞机 100
多 架 ，航 空 化 作 业 面 积

2179.5 万亩。农业科技贡

献率达 68.2%，科技成果转

化率达 82%，居世界领先水

平。垦区坚持实施农业产业

化经营，打造了米、面、油、

肉、乳、薯、种等支柱产业，培

育了“北大荒”“完达山”等一

批中国驰名商标，其中“北大

荒”品牌连续 15年入选中国

最具价值品牌榜，稳居中国农

业第一品牌。

农场运用卫星定位、云计

算技术，对万亩良田实现精准

管理。生机勃勃的黑土地上，

年轻一代为北大荒精神注入新

活力。垦区现有各类科技人员

10.8 万人，又一支“十万大

军”，正在为北大荒精神插上科

技的翅膀。

（新华社）

热血沃黑土
——北大荒精神述评

新冠疫苗加强针
接种热点问题回应

据新华社电 为什么要打加强

针？哪些人需要打？什么时候打？

接种哪种加强针？针对新冠疫苗加

强针的接种热点问题，国家卫健委

于15日做出回应。

焦点一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从国内外研究结果来看，完成

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在预防重症、

降低死亡率等方面效果显著。但

接种疫苗一段时间后，疫苗对部分

人员的保护效果可能会减弱，适时

进行加强免疫接种可以使已经逐

步减少的中和抗体快速增长或反

弹，从而产生更好的保护效果。

焦点二
目前可以打加强针的人群年
龄范围是什么？目标人群有
哪些？

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在全程接

种上述疫苗满6个月的18岁及以

上人群中实施加强免疫接种。

目前，优先在新冠病毒感染高

风险人群和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

关键岗位人员及老年人群中开展

加强免疫。对其他符合条件且有

接种需要的人群，也可以根据需求

进行加强免疫接种。

焦点三
接种加强针与全程免疫要间
隔多久？

现阶段加强免疫接种在完成

接种6个月后实施。即在新冠病毒

灭活疫苗第2针接种后一般要求间

隔6个月，才能再进行加强免疫剂

次的接种。腺病毒载体疫苗接种

后6个月进行加强免疫。

焦点四
现阶段，可用于打加强针的
疫苗有哪些？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研发进展

和有关部门研究论证情况，当前可

用于实施加强免疫接种的疫苗有

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北京科兴公

司、国药中生武汉公司的灭活疫苗

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载体

疫苗。

焦点五
个人要接种哪种加强针？

现阶段，使用已接种过的原疫

苗进行加强免疫。

其中，使用同一种新冠病毒灭

活疫苗完成两剂次接种的人群，原

则上使用原灭活疫苗进行1剂次加

强免疫；使用不同灭活疫苗完成两

剂次接种的人群，原则上优先使用

与第2剂次灭活疫苗相同的疫苗进

行1剂次加强免疫，如遇第2剂次

相同疫苗无法继续供应等情况，可

使用与第1剂次灭活疫苗相同的疫

苗进行1剂次加强免疫；使用腺病

毒载体疫苗接种的人群，使用原疫

苗进行加强免疫。

焦点六
加强针去哪儿打？有什么注
意事项？

原则上感染高风险人群和保

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

加强免疫接种由各相关单位统一

组织实施；其他人群可到辖区指

定的接种单位进行预约接种。各

地具体接种信息见当地卫生健康

部门或疾控中心发布的官方信

息。

接种前，根据前期接种凭证，

确认自己是否已全程接种，并且完

成全程接种6个月以上。在接种时

需携带身份证件、接种凭证等，并

根据本地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

护，配合现场预防接种工作人员询

问；既往所患疾病以及近期是否用

药都应告知医师。

接种后，按规定留观30分钟；

保持接种局部皮肤的清洁，避免用

手搔抓接种部位。

10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5%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5.2%
两年平均增长

40454亿元

4.9%
同比增长

4.6%
两年平均增长

货物进出口
总额 33357亿元 17.8%

同比增长

1至10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445823亿元

同比增长6.1%
两年平均增长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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