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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房
●每方块面积：2.5cm×2cm；
●标准价格：
1-5次，50元/方块；
10次以上，45元/方块；

●套红加收25%

群英中路附近四房
二厅二卫，高装，拎
包入住，价格面议。
15396627327

出 售

房 产 超 市

遗 失 声 明
●兹有师雷不慎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书，编

号：41042619851114X775，特此声明作废。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显
示，8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发
展态势，生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
物价总体稳定，多数指标好于上
月，但恢复基础仍需巩固。

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

晖在1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表示，8月份，面对复杂严峻的国
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多发、极
端高温天气等多重超预期考验，
各地区各部门加力落实稳经济一
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措施，加快
释放政策效能，国民经济延续恢
复发展态势，多数指标好于上月。

生产供给稳中有升——
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2%，增速比上月加快
0.4个百分点。其中，汽车行业恢
复加快，8 月份汽车产量增长
39%，汽车行业增加值增长30%以
上。

服务业持续恢复。8月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8%，增
速比上月加快1.2个百分点。

国内市场需求改善——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重点

领域的消费潜力逐步释放，市场

销售规模继续扩大。8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4%，
增速比上月加快 2.7 个百分点。
前8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8%，增速比1至7月份加快
0.1个百分点。

新动能继续成长——
创新引领持续增强，新产业

新产品增势较好。1至8月份，规
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8.4%，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20.2%。8月份，新能源汽车、移动
通信基站设备、太阳能电池产量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17% 、25.7% 、
21.6%。

新业态较为活跃，新消费驱
动力增强。1至8月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8%，比 1
至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5.3%，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
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5%，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
点。

“综合来看，在外部需求收
缩、国内疫情散发、极端高温天气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经济顶住压

力持续恢复，运行在合理区间，主
要指标出现积极变化。”付凌晖
说。

经济恢复基础仍需巩固
在看到经济延续恢复发展态

势的同时，付凌晖在发布会上表
示，也要看到，现阶段国际环境依
然错综复杂，外部形势变化影响
仍有不确定性，国内需求收缩、供
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持
续显现，经济恢复的基础仍不牢
固。

目前，国内需求恢复相较于
生产恢复仍比较缓慢，需求不足
的矛盾比较突出。8月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虽同比增长5.4%，
但环比下降0.05%。部分地区投
资增长有所放缓。

“下阶段，要继续用好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盘活专项债
地方结存限额，促进社会投资，支
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领域设备
更新改造，增后劲提水平，扩大国
内市场需求。”付凌晖说。

部分地区工业生产出现下
滑。8月份，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
的四川、重庆等地工业生产出现
较大下滑。

房地产市场仍然处在下行过
程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降幅
扩大。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
同比下降7.4%，降幅比1至7月份
扩大1个百分点。

“从销售方面改善传导到房
地产投资生产方面，仍然需要一
个过程。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还要继续付出努力。”付
凌晖说。

付凌晖表示，要继续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狠抓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保持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稳经济政策加快显效，经济
有望恢复向好

付凌晖表示，尽管当前外部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
复还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我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支撑
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条件没有改
变，一系列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接续政策措施效能加快释放，我
国经济有望恢复向好。

国内需求逐步扩大。从投资
看，稳投资政策持续加力，项目开
工保障增强，新开工项目个数和

计划总投资均保持较快增长，有
利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投资稳定
增长。从消费来看，就业总体稳
定，在疫情精准防控和促消费政
策作用下，居民消费有望逐步恢
复。

安全发展得到保障。今年夏
粮和早稻实现了增产，秋粮目前
长势总体稳定，煤炭电力保障加
强，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较好
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补链强
链不断加强，比如前期受“缺芯”
影响困扰较大的汽车行业，今年
以来保持较快增长。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进一步延长制造业缓税
补缴期限，确定专项再贷款与财
政贴息配套支持部分领域设备
更新改造，部署进一步稳外贸稳
外资的举措，助力经济巩固恢复
基础。

“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
政策及时推出，合理加大宏观政
策实施力度，发挥组合效应，增强
发展后劲。”付凌晖表示，下阶段，
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显效，将推
动经济回升向好，持续发展。

（新华）

主要指标总体改善，恢复基础仍需巩固
——聚焦前8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数据

社会广角

中国香港田径总会 16 日宣
布，受新冠疫情影响，2022 年渣
打香港马拉松取消。

中国香港田径总会表示，基
于香港的疫情状况，至今尚未获
得批准举办香港马拉松。由于
距离原定赛事日期只有两个多
月，众多参赛选手和赛事相关方
未必有充足时间做好准备，主办
方决定取消计划于11月20日举
行的赛事。

香港马拉松由中国香港田
径总会主办，是香港一年一度的
体育大赛。 （新华）

2022年度
香港马拉松取消

国内视窗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家邮政局17日发
布8月份快递行业运行数据。8月份，全国快递
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94.3亿件，同比增长4.9%；
业务收入完成883.9亿元，同比增长5.2%。

今年前8个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
计完成703亿件，同比增长4.4%；业务收入累计
完成6764.4亿元，同比增长3.9%。其中，同城业
务量累计完成84.1亿件，同比下降5.1%；异地业
务量累计完成606.9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
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 12.0 亿件，同比下降
15.1%。

8月我国快递业务量
完成94.3亿件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海关总署16日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
员国进出口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6%，较同期
外贸整体增速高15.9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
的6.3%，较去年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前8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
员国出口1.07万亿元，增长25.4%；进口6550.1亿
元，增长27%。8月当月进出口2567.9亿元，创月
度历史新高，增长28.9%。其中，出口1615.1亿
元，增长25.9%；进口952.8亿元，增长34.3%。

从主要进口产品看，拉动我国自其他成员国
进口整体增长29.8个百分点。从出口情况看，机
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前8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同比增长26%

9月17日，礼兵护送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进
入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地宫。

当日，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88名为
国战斗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志愿军英烈在祖国的
大地上安息。 （新华）

新华社重庆9月16日电 记者从重庆市卫健
委获悉，9月16日，重庆市确诊1例境外输入猴痘
病例，该病例为自国外中转重庆入境人员，在按
规定进行入境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集中隔离
期间，发现皮疹等症状，经重庆市疾控中心实验
室检测及中国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为猴痘病毒核
酸阳性，国家组织专家诊断为猴痘确诊病例。该
病例正在定点医院进行集中隔离治疗，情况稳
定，其密切接触者均已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目前，该病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阴性。

重庆市委、市政府第一时间指挥调度、安排
部署。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迅速响应，深入开展流
行病学调查，加强追踪排查、核酸检测、医疗救治
和全面消杀等相关工作。经专家研判，该病例入
境重庆即被隔离管控，无社会面活动轨迹，疫情
传播风险低。

重庆市发现1例
境外输入猴痘病例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17日从中国铁
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中铁二十四局集团负责
施工的龙（岩）龙（川）铁路金玉顶隧道顺利贯通。

据中铁二十四局集团该项目负责人介绍，金
玉顶隧道为龙龙铁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为
单洞双线隧道，正线全长4425.11米。隧道有3段
穿越断层，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难度高。施工人
员创新施工工法，保障了隧道掘进精度和施工安
全。

龙龙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高速
铁路区域连接线，正线全长约265公里，龙岩至梅
州段设计时速250公里，梅州至龙川段设计时速
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推动沿线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

龙龙铁路
金玉顶隧道贯通

17日，2022年国家统一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客观题考试拉开
帷幕。记者从司法部获悉，本次
客观题考试分为 9 月 17 日、9 月
18日两个批次，共涉及考生56.9
万余人。

今年的法考客观题考试在
全国 21 个省（区、市）和香港、澳
门地区共设置211个考区、396个
考点，部分省（区）因疫情影响延
期举行考试。

记者了解到，2022年法考客
观题考试共两卷。9月24 日，司
法部将公布客观题考试成绩及
合格分数线。客观题考试成绩合
格人员，应当到客观题考试报名地
所在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司法行政机关设置的考区参
加主观题考试。 （新华）

2022年法考客观题开考
逾56.9万名考生参加

抗日英雄赵一曼海外留学档案被征集回国
新华社哈尔滨 9 月 17 日电

“九一八”事变91周年前夕，记者
从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了
解到，抗日英雄赵一曼在海外留
学的档案史料日前被征集回国。
这些史料是赵一曼在苏联留学期
间留存的历史记录，多由她亲笔
填写，有中、俄两种文字，共计20
余页，主要包括“学生党的工作经
验调查表”、写给莫斯科中山大学
领导的信件等。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出生在
四川宜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5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
1师2团政治委员。1936年8月2
日，赵一曼壮烈牺牲，是爬冰卧
雪、誓死抗击日寇侵略的东北抗
联将士代表。她生前与儿子的合
影、被捕后受到日寇残酷施刑的
档案、被害前写给儿子的信（遗
书）等被人熟知，为国家独立、人
民幸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

雄形象深入人心。
“赵一曼曾在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 11 月在苏联莫斯科中山
大学留学，但当时的档案资料一
直没有被发现，距今已有90余年
历史。”此次赵一曼海外留学档
案征集活动发起者、中共哈尔滨
市委史志研究室党史编研处处
长边清山介绍，在我国相关党史
专家努力下，经过与旅俄人员多
次沟通、研讨，他们终于在俄罗

斯找到了赵一曼烈士的留学档
案。

业内人士认为，将尘封90余
年的赵一曼海外留学档案征集回
国意义重大，填补了相关党史资
料空白，对于深入研究东北抗联
历史、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地方
党史以及赵一曼生平事迹具有较
高历史价值，对于缅怀英烈、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具
有积极作用。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国家

统计局日前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
示，据世界银行数据，2010年我国
制造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美国，之
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
额达28.5%，较2012年提升6.2个
百分点，在全球工业经济增长中

的驱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根据报告，我国工业企业效益

稳步改善，工业经济展现强大韧
性。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实现营业收入128万亿元，比2012
年增长37.7%，年均增长3.6%；实现
利润总额8.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
40.7%，年均增长3.9%。

工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模

式持续转变。2013年至2021年，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年均分别增长9.2%和11.6%，增
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2.4和
4.8个百分点。利润增长结构进一
步优化。2021年，装备制造业实
现利润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为32.1%，比
2012年上升1.2个百分点；高技术

制造业实现利润占比为20.8%，比
2012年上升10.7个百分点。

工业新兴产品快速增长。
2021 年，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36.6万台，比上年增长67.9%。居
民消费升级为新兴产品带来广阔
市场和光明前景。2021年，新能
源汽车产量达368万辆，比上年增
长145.6%。

9月17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出舱画面。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9月17日13时35分，航天员蔡旭哲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气闸舱出舱舱门。至15时33分，航天

员蔡旭哲、航天员陈冬先后成功出舱。 （新华）

我国首次完成两台载人潜水器联合作业任务
新华社海口9月17日电 记者

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获悉，日前，我国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奋斗者”号与4500米级载
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在南海
1500米水深区域完成既定作业任
务。这是我国首次投入两台载人

潜水器进行联合作业。
据介绍，本次联合作业完成了

水下实时定位、语音通信、目标搜
索与回收、快速机动及协同作业等
任务，摸清了两台载人潜水器联合
作业机制，提炼出联合作业流程，
制定出标准化联合作业口令，总结

出联合作业注意事项等，为今后多
台潜水器联合作业提供了经验。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
研究所科学技术处处长蒋磊说，
本次联合作业证明了两台载人潜
水器在两艘科考支持母船的保障
下，可以在同一作业区域开展同

时下潜作业和协同作业。此外，
本次联合作业的成功，也让一艘
科考支持母船保障两台载人潜水
器同时下潜变成了可能，该种作
业模式不但可以降低运维成本，
更能提升我国潜水器作业能力，
提高作业效率。

记者从天津大学获悉，该校
合成生物学团队创新DNA存储
算法，将十幅精选敦煌壁画存入
DNA中，通过加速老化实验验证
壁画信息在实验室常温下可保
存千年，在 9.4℃下可保存两万
年。该算法支持DNA分子成为
世界上最可靠的数据存储介质
之一，可以让面临老化破损危机
的人类文化遗产信息保存千年
万年。

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到磁
带、硬盘等现代磁光电存储技
术，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存储技术
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
步，数据存储方式不断迭代创
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
元英进教授带领团队一直致力
于下一代存储技术——DNA 存
储。“据国际数据公司估计，到
2025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惊
人的 175ZB（1ZB≈10 的 21 次方
字节）。全世界都在建数据中
心，数据中心的能耗是惊人的。
DNA 存储由于其高存储密度与
低能耗处理等特点，被视为一种
极具潜力的存储技术，成为应对
数据存储增长挑战的新机遇。”
元英进院士介绍说。 （新华）

天津大学DNA存储
取得重大突破

神舟十四号乘组两名航天员已成功出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