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服疫情汛情“夹击” 中国经济继续“收
复失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尚未褪
去，洪涝灾害又带来新的不确
定因素。双重“夹击”下，中
国经济能否延续恢复势头？
　　中国官方 14 日公布 7月
份经济成绩单，多项主要指标
持续改善。用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付凌晖的话说，中国经
济克服了疫情和汛情的不利影
响，继续保持稳定复苏态势。
　　翻看这份新鲜出炉的成绩
单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经济运
行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是经济
稳定恢复，各领域继续“收复
失地”。
　　在生产方面，稳中有升态
势持续巩固。从工业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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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产品和行业看，有六成产品
和行业实现增长，其中汽车、
电子等支柱型行业增长明显加
快。当月，服务业生产指数亦
同比增长 3.5%，增速比上月
加快 1.2 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表现

是在克服汛情不利影响基础上
取得的。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
究员温彬指出，7月份采矿业
增加值同比下降 2.6%，对工
业增加值增速形成较大拖累，
主要由于南方多发暴雨，洪涝
灾害影响了相关工业生产。但
当月制造业增加值比上月提高
0.9 个百分点，对工业增加值
形成支撑。
　　受疫情冲击更加明显的需
求端也逐渐改善。从消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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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品零
售额今年来首次转正。从投资
看，1-7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下降 1.6%，降幅比 1-6 月
份收窄 1.5 个百分点。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明
明注意到，受益于疫情防控措
施降级、生产生活有序恢复，
中国线下销售正逐步回暖。
7月份，食品饮料、日用品等
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健增长，化
妆品、通讯器材等消费升级类

商品销售改善明显。尤其政策
优惠鼓励带动汽车需求全面
回升，7月汽车消费同比增长
12.3%，为 2017 年以来次高增
速。
　　更重要的是，“收复失地”
的同时，中国经济还在进一步
开拓发展空间，提高增长质量。
　　7月份，中国高技术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同比分别增长
9.8%、13%，均明显快于整体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
数同比增长 13.7%，同样快于
整体服务业增长。这反映出中
国经济产业升级的态势并未改
变。
　　与此同时，各类发展新动
能亦在成长壮大、积蓄能量。
疫情冲击下，中国网络销售、
互联网教育、医疗等快速发展，
1-7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
比增长 15.7%，增速比 1-6 月
份加快；包括 3D 打印设备、
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在内的许
多新产品增势强劲。

　　不过，尽管 7月份国民经
济继续稳定恢复，但全球疫情
仍在蔓延，国际经济环境严峻
复杂，加之国内结构性、体制
性、周期性矛盾并存，中国发
展仍面临困难和挑战。
　　在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首席研究员唐建伟看来，影响
中国经济运行的最大风险仍是
外部不确定性，但积极一面是
二季度以来贸易状况均好于市
场预期。中国经济稳中回暖趋
势已经明确，三季度经济增长
有望加快，全年经济将呈前低
后高态势，下半年工作重点在
于宏观政策落实。
　　谈及具体政策方向，温彬
给出三个关键词：聚焦重点、
优化结构、防控风险。他建议，
有关方面应提升政策前瞻性、
精准性和引导性，特别要加大
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力度，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
小微企业继续提供精准普惠支
持，促进企业减负、居民增收，
提升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等。

　　四川省成都市 16 日再次
遭受暴雨袭击。目前暴雨已
导致成都周边部分高速公路
关闭，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大
面积航班延误，市内部分路
段积水成涝。
　　进入 8月后，成都多次
遭遇强降雨。15 日 20 时至
16 日 8 时，暴雨在成都卷土
重来，全市共计出现暴雨 180
站，大暴雨 126 站，特大暴
雨 1站，最大降水量出现在
温江寿安 260.6 毫米。16 日
8 时，成都市气象台确认，该
气象台 15 日 16 时发布的暴
雨黄色预警继续有效。
　　记者在成都市区看到，
路上鲜有行人，部分车辆打
着双闪在雨中缓慢行驶。在
成都市龙泉驿区地铁书房站
内，工作人员正搬运防洪沙
袋、用工具排水；地铁站外，
两辆小汽车浸泡在马路积水
中只露出半个车身。
　　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消
息称，受强降雨影响，成渝
高速、成南高速、成雅高速、
成绵高速、成自泸高速、都
汶高速等高速公路关闭或部
分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出现
大面积航班延误，截至 10 时
30 分，共取消航班 36 个。当
前，虽然机场区域雨势减弱，
但由于部分进出港航路被雷
雨覆盖以及航班积压，今日
部分进出港航班出现不同程
度的顺延。
　　成都市气象局预计，从
16 日 8时起的 12 小时内，成
都市彭州、都江堰和崇州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
二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
高；成都市大邑、邛崃、蒲江、
天府新区、东部新区、龙泉、
金堂、青白江、简阳、新津
和双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等级为三级，发生地质灾
害的风险较高。
　　据了解，除成都外，四
川绵阳、德阳、眉山等市 16
日也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四
川省气象台 16 日 6 时 35 分
发布暴雨短时临近预报：预
计未来6小时，绵阳、德阳、
成都、广元西部、雅安北部、
眉山北部及漩映地区将有大
雨到暴雨，局部地方大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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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记者 16 日从天津市规划
资源局获悉，入汛以来，该局
密切关注天气趋势，与气象部
门联动做好预警预报；落实汛
期临战值班制度和速报制度，
全力做好自然资源灾害防治；
一旦发生灾情，将配合有关部
门和属地政府做好应急抢险救
援，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2 日，天津市迎来今年
汛期最强降雨过程。面临此次
雨情，天津市规划资源局严格
落实入汛以来实施的 24 小时
值班制度，全员进入临战状态，
做到预警响应高效、调度指挥
高效、技术支持高效，全面筑
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专门派
出由局领导和主管处室组成的

行动小组，第一时间进驻蓟州
区，协助蓟州区开展防范工作。
　　经过对本次强降雨气象趋
势认真研判，12日上午 8时，
天津市规划资源局会同市气象
局组织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等
单位共同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
警，这是今年该市首次发布的
橙色预警，为科学防灾提供依
据。
　　蓟州区是天津市唯一拥有
山地、丘陵的区，是天津市地
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主战场。地
质灾害橙色预警发布后，天津
市规划资源局蓟州分局立即组
织各乡镇政府及 79 名群测群
防员上岗工作，位于山区的
12 个乡镇及 2家地质技术支

撑单位迅速进入应急状态。
　　天津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和天津市地质研究和海洋中心
派出由 13 名专业技术人员组
成的巡查队伍，深入蓟州区地
质灾害隐患现场实施“雨前、
雨中、雨后”全过程专业巡查。
截至 13 日，群测群防员巡查
隐患点 231 处；专业技术人员
巡查隐患点 124 个；蓟州区转
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75户，
277 人；32 家受地质灾害威胁
农家院暂停营业，涉及疏散游
客 367 人；临时关闭存在地质
灾害隐患景区 9个。虽然蓟州
区降雨一度达到暴雨级，但未
出现灾情和人身伤亡事故，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切实

保障。
　　在海洋灾害防治工作中，
天津市规划资源局全面履行海
洋观测预报和预警监测职能职
责，提前做好观测仪器设备和
数据传输系统巡检巡查，确保
海洋观测预警报业务系统和通
讯网络稳定可靠运行。组织协
调海洋预报人员严格执行预报
值班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形势
和气象变化动态，充分发挥市
防汛抗旱气象海洋组协同配合
作用，加强与市气象部门联合
会商和分析研判，及时准确发
布海洋环境预报信息，实现信
息资源共享，为防洪防潮应急
启动、调整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天津多部门联动预警落实汛期速报制度

成都遭遇暴雨
轮 番 袭 击 高
速、航运受影
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