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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事

国家统计局14日公布7月份国民
经济运行情况。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生
产供给继续复苏，市场需求逐渐回暖，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新动能成长壮大，
市场信心趋于增强，国民经济运行保持
稳定恢复态势。

主要指标继续回暖

“经济稳定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发
展。”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
说，7月份以来，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
用下，我国经济克服疫情和汛情的不
利影响，继续保持稳定复苏态势，主要
指标继续回暖。

经济稳定恢复——
生产稳中有升，7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增速与上月
持平；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3.5%，
增速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

需求逐渐改善，7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
窄0.7个百分点，商品零售增速今年以
来首次由负转正，增长0.2%；1至7月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降幅比1
至6月份收窄1.5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7月份全国城

镇调查失业率为5.7%，与上月持平；25
至 59 岁就业主体人群调查失业率为
5%，比上个月下降0.2个百分点。

物价涨势温和，7月份居民消费价
格（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略
有扩大，但总的看仍然温和上涨。

外贸形势好于预期，7月份货物进
出口同比增长6.5%，其中出口连续4个
月同比增长，好于预期；外汇储备稳定
在3.1万亿美元以上。

向好态势持续发展——
产业升级态势没有改变，高技术制

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9.8%、13%，明显快于整个规模以上工
业增速；现代服务业增长态势较好，7
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3.7%。

发展新动能持续增强，疫情冲击
下，网络销售、互联网教育、在线医
疗等快速发展，1 至 7 月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5.7%，3D 打印
设备、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等新产品
增势强劲。

市场预期整体改善，7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1.1%，比上
月提高 0.2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
活动指数 54.2%，均连续 5 个月高于
临界点。

全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
有基础有条件

7 月 CPI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
分点，涨幅连续两个月有所扩大。

“全年物价保持基本稳定是有基础
有条件的。”付凌晖说，我国粮食产量连
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
比较充足，夏粮再获丰收，全年食品价
格保持稳定有基础、有条件；工业消费
品价格同比下降，服务价格大幅上涨的
基础并不存在。

他分析说，7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 13.2%，影响CPI总涨幅的99.3%，是
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因素。从结构看，7
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85.7%，影响CPI
上涨约 2.32 个百分点；鲜菜价格上涨
7.9%，影响CPI上涨约0.19个百分点。

付凌晖说，当前猪肉价格上涨有
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随着企业复工
复产，餐饮服务逐渐恢复，猪肉需求
有所扩大；另一方面是 7 月份南方汛
情对生猪生产和调运产生不利影响。
鲜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是汛情影响
了生产和调运。

“生猪存栏量在逐季上升，但生猪
生产供给还处于紧平衡，价格高位运行

会持续一段时间，总的看猪肉价格大幅
上涨可能性不大。”付凌晖说，鲜菜价格
主要是短期因素冲击，鲜菜生长周期较
短，对整体价格不会产生明显推动。

高度重视重点群体就业

就业位于“六稳”“六保”之首。付凌
晖说，随着稳就业政策落地见效，农民
工就业形势整体改善。二季度末，农村
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775亿人，相当
于去年同期的97.3%。7月份，城镇外来
农业户籍人口的调查失业率是5.7%，
比4月份的6.4%有所回落。随着经济形
势恢复，就业需求也在扩大，直播带货、
移动出行、网络零售等新型就业增加，
对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同时指出，当前就业压力依然存
在。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比上年同期
高0.4个百分点。随着大学生集中进入
劳动力市场，20 至 24 岁大专及以上
人员失业率上升，比去年同期高3.3个
百分点。对重点群体要给予高度重
视，落实好相关援企稳岗政策，坚定扩
大内需，推动经济稳定恢复，带动整体
就业岗位增加。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经济稳定恢复 向好态势持续发展
——国家统计局解读当前经济形势

2020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75周年。

对亚洲人民而言，“8·15”是在历史记
忆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特殊数字。日本发起
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
灾难，仅中国就在抗日战争中遭受了3500
万人员伤亡和6000亿美元经济损失。

然而，随着“战后75年”的到来，经
历过那场侵略战争的一代已成为日本
社会的少数人群，关于侵略历史的社
会性“共同记忆”日渐疏远，日本社会
对战争的反思正在被岁月“风化”。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此间分
析人士指出，这种趋势令人担忧，日本
只有选择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才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回避责任的危险言行

每年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市和
长崎市都会举行原子弹爆炸纪念仪式。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参加人数减少。

为促使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
投降，美军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

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长期以
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二战特别是核爆
的“受害者”，却鲜少提及遭到原子弹轰
炸的历史背景。

今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照例出席
两地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安倍在发言
中说：“75年前原子弹将广岛、长崎化
作一片废墟，绝不能让广岛和长崎发生
的悲剧和人们因此遭受的痛苦重演。”
然而，安倍对有关日本被轰炸的原因及
历史背景只字未提。

毒害思想的错误史观

今年是日本多数地方政府四年一
次选定中学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年份。日
本右翼团体“日本会议”照例通过政治
途径向各地教育委员会施加影响力，敦
促采用育鹏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

育鹏社历史教科书内容饱受质疑，它
不仅将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

“自卫战争”和“亚洲各民族的独立解放战
争”，还把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早有定
论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表述成“南京事件”，

并注解“有关中国遇难者人数等实际情况
有各种各样的见解，今天依然存在争论”。

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统计，2020年
度育鹏社历史教科书在全国采用占比
达6.4%。这一模糊对亚洲邻国侵略责
任的右翼历史教科书进入中学课堂，显
然会严重毒害青少年思想。日前，名古
屋、横滨、京都府、大阪府等多地发起了
抵制这一教科书的市民运动。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
略战争、动员全民参战的意识形态大本
营，战后它将在战争中阵亡的人尊为

“护国英灵”，并强行合祭甲级战犯，成
为宣扬“日本侵略有理”“日本解放了亚
洲人民”的“靖国史观”的核心场所。按
照惯例，安倍通常会在8月15日向靖国
神社献上称作“玉串料”的祭祀费。

尤需警惕的整军备武

安倍政府执政这些年来，不但未能
反省日本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
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
国际社会，反而搞出加强日美防卫合

作、修改安保法、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等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一连串举动。

安倍政府2015年 9月强行通过新
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从根本上改
变了日本战后“专守防卫”的政策，引发
日本国内、亚洲国家乃至国际社会担
忧。同年，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出
炉，将“跨领域作战”和“美舰防护”等纳
入“海洋安全保障”内容。

近年来，日本海上自卫队强化装备
力量动作不断。2019年版《防卫白皮书》
还渲染日本周边安保环境严峻，强调自
卫队将加强太空、网络安全、电磁波等
领域的军事科技能力，以构建“多维综
合防卫能力”。今年5月，日本首支“太空
作战队”在东京都府中基地成立。此外，
安倍依然在不遗余力推动其修改和平
宪法的“夙愿”，谋求摆脱“战后体制”。

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嶋伸欣
指出，日本近年来排他主义及经济、军
事大国化风潮盛行，将招致亚洲邻国长
期对日本保持警惕。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
（新华社东京8月14日电）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5 周年

历 史 记 忆 不 容 湮 灭

新华社上海 8 月 14 日电（记者
王辰阳 高亢）14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20中国汽车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付炳锋表示，我国民
族汽车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过半，其
中乘用车市场占比约四成。

自2009年以来，我国汽车市场销
量已连续11年位居全球第一，并占据
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到今年
底我国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 2.7 亿
辆。“在我国形成巨大汽车消费市场
的过程中，民族汽车品牌获得新的发
展机遇。目前，民族汽车品牌的国内
市场占有率过半，其中乘用车市场占
比约四成。”付炳锋说。

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
晓秋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
国汽车市场正在政府支持下快速恢
复，危中孕机，消费人群年轻化和消
费升级趋势给品牌重塑指引了方向。
民族企业间也要加强合作，加快在智
能网联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攻关。

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

克里斯托夫·沃尔夫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造成全球汽车市场销量下滑，但
是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已经于今年5月
实现同比正增长，展现了巨大的市场
韧性和政策的积极效果，中国市场在
疫情中走出恢复曲线对于全球市场
的复苏具有借鉴意义。

近年来汽车产业政策的优化调
整，也为全球车企在我国的发展提供
了更大的舞台。据悉，我国取消新能
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后，特斯拉在美
国之外首个超级工厂落户上海，中国
制造特斯拉于 2019 年 11 月揭幕；今
年5月，江淮汽车集团与大众汽车集
团签署战略合资合作协议，大众汽车
集团（中国）将出资 10 亿欧元，获得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的股份。

付炳锋表示，未来五年是我国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窗口期，
行业要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形成
健康的国内产业大循环，开拓汽车
产业全球化新格局。

我国民族汽车品牌
国内市场占有率过半

新华社沈阳 8 月 14 日电 辽宁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 8 月 14 日补选刘宁为辽宁省
省长。

刘宁当选辽宁省省长

新华社重庆 8 月 14 日电（记者
李松 柯高阳）“长江2020年第4号
洪水”14日在上游形成。受上游来水
影响，重庆中心城区长江干流出现超
保证水位洪水，渝中区长江菜园坝站
14日 12时水位达到185.10米，超过保
证水位0.10米。

14日中午，记者在重庆长江菜园坝
段看到，江水上涨明显，临江部分市
场被淹没，相关人员已提前转移。

据长江委水文上游局预测，长江
菜园坝站 14 日 22 时将出现最高水
位，超保证水位约0.75米；长江江北
寸滩站 14日 23时将出现最高水位，
超保证水位约0.35米。

为应对本轮长江洪水，重庆市已
启动洪水防御Ⅱ级应急响应，全力确

保长江重庆段沿江城镇安全。重庆市
水利局派出4个工作组赴一线督促
指导有关区县开展洪水防御工作，同
时协调长江委和四川省水利厅对四川
境内相关水库开展联合调度，嘉陵江
草街水库控泄出库流量提前腾出防洪
库容，亭子口水库采取错峰下泄，减
轻长江洪峰过境重庆城区防洪压力。

为保障航运安全，重庆海事局提
前发布了橙色水上交通安全预警，并
对部分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海事
部门还提前疏散大型旅游客船至安
全水域进行锚泊避峰，组织、协调40
余艘大马力拖轮防洪护港，并对辖区
水域进行拉网式巡航检查和警示宣
传，督促船舶遵守禁限航规定，严防
事故险情发生。

长江发生2020年第4号洪水
重庆中心城区长江干流超保证水位

新 华 社 合 肥 8 月 14 日 电 （记
者 程士华）“我们乡镇2个集中安
置点安置的受灾村民已经全部返
家，抓紧时间抢种补种，开展灾后
生产自救。”安徽省颍上县半岗镇镇
长马仲成说，受戴家湖涵闸破损险
情影响，政府紧急转移安置附近村
民8400多人，其中部分村民集中安
置到2个学校安置点，大的安置点有
190人，小的安置点有96人。

“目前全省集中安置点安置人数
每天都在减少。”据安徽省减灾救灾
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入梅以来，持续强降雨累计造成

安徽省16市95县（市、区）不同程
度受灾。对比7月下旬数据，目前安
徽省集中安置点数量和安置人数均
大幅下降，全省集中安置点数量从
464个减少到目前的122个，集中安
置点入住受灾群众人数从39633人减
少到目前的8999人。

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近日安徽省长江干流、淮
河 干 流 水 位 持 续 回 落 ， 淮 河 干
流、长江干流安徽段水位已落至
警戒水位以下，巢湖水位已落至
保证水位以下，全省防汛抗洪形
势总体趋稳。

安徽受灾地区集中安置点
数量和安置人数均大幅下降

8月14日，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和
阳镇一家餐饮企业服务员在摆放提醒
消费者文明用餐的标识。

为倡导绿色、节约的饮食习惯，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近日相关行业
协会和部分餐饮企业纷纷行动起来，
通过发布倡议书、引导顾客合理消费
等方式，积极营造节约为荣、浪费可
耻的餐饮风尚。

新华社发（张驰 摄）

从我做起

杜绝浪费

新华社联合国 8 月 13 日电（记者
尚绪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13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2019年全球43%的学校缺少基本洗手
设施，8.18亿儿童被置于新冠肺炎和其
他传染病的危险之中。

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43%的学校
缺少基本洗手设施，近二成的学校只有
有限的洗手设施，四分之一完全没有洗
手设施。在受影响的8.18亿儿童中，超
过三分之一的儿童生活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约为2.95亿。

报告还显示，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学
校缺少饮用水设施，近四成学校缺少厕
所等卫生设施。

报告显示，学校设施存在地区严重
不均衡现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学
校在洗手、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均达

到全覆盖，欧洲和北美地区基本达到全
覆盖。而在大洋洲除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以外地区，仅17%的学校有基本洗手
设施，不到一半的学校有基本的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在最不发达国家中，70%
的学校缺少基本洗手设施。

全球 43%的学校缺少基本洗手设施

巢湖市银屏镇钓鱼村组织村民整理被水毁的房屋 （8 月 14 日摄）。记者
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目前巢湖水位已落至保证水位以下，呈持
续缓退状态。安徽省巢湖市银屏镇积极开展抢修水毁基础设施等灾后重建
工作，因洪灾转移的村民陆续返家，灾后重建工作有序进行。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