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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由我公司（云南宜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109线 2021 年青藏公路专项工程”全一标段现已全部完工，并通过

验收移交，所有民工工资已全部足额发放，未有拖欠情况。

如对上述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项目部及相关主管单位举报。

举报电话：0979-8482094 岳女士
特此公示

云南宜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国道109线 2021年青藏公路专项工程施工全一标段项目部
2023年 12月 13日

公 示
陕西路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昌都公路分局国道 317 线江达县车所村至玉龙镇段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已

全部完工，所有民工工资均已全部结清，如有异议，请相关人员自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7日内与本项目业主联系处理。
联系人：许积泽
联系电话：18708081813
特此公示

陕西路桥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昌都公路分局
G317线江达县车所村至玉龙镇段公路养护大中修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3年 12月 13日

公 示
由我公司（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109 线风火山 3 号桥等 7 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全一标段

现已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移交，所有民工工资已全部足额发放，未有拖欠情况。

如对上述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项目部及相关主管单位举报。

举报电话：0979-8482094 岳女士
特此公示

四川沱江路桥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道109线风火山3号桥等7座危旧桥梁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
2023年 12月 13日

公 示
青海兴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 109 线乱石沟 1 号桥改造工程施工任务，现已全部完工，并通过验收移交，所有

民工工资已全部足额发放，未有拖欠情况。

如对上述有异议，请于本公示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向项目部及相关主管单位举报。

举报电话：0979-8482094 岳女士
特此公示

青海兴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国道109线乱石沟1号桥改造工程项目部
2023年 12月 13日

读懂新时代中国发展之变，数据最有说

服力。

新时代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奋

斗、锐意进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迈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我们通过 10 组数据，记录经济社会前

进步伐，展现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和成就，揭示中国道路成功的历史必然。

超过120万亿元：
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10 年来，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发展

站在新的更高历史起点上：

2013 年 至 2022 年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从 59.3万亿元增长到 121万亿元，年

均增长 6%以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经济总

量达 18 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从 43497元增长到 85698元。

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

长的主要经济体。最近三年，中国经济年均

增长达到 4.5%，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2.5 个百

分点左右，在主要经济体中居于前列。

10 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挥的“稳

定器”和“动力源”作用持续凸显。中国经

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 12.3%上升到

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

率超过 30%。

今年是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的

第一年。中国经济成功顶住外部压力、克

服内部困难，实现回升向好，前三季度 GDP

达 91302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2%；全年预计能实现 5%左右的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

诸多国际机构密集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

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史蒂

文·巴奈特指出，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

最大引擎，贡献全球增长量的三分之一。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负责

人说，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

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我

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并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

机遇。

超4亿：
世界上规模最大中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

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 16500 元增加到 36883 元，形成了超 4

亿人的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

等收入群体。

10 年间，中国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平均每年减贫

1000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数

量，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贡献率

超过了 70%。

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差距逐步缩小，

人民生活进入相对殷实富足阶段。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经济增长。随着脱

贫攻坚各项政策落地和乡村振兴战略向纵

深推进，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

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由 2.88∶1降至 2.45∶1。

当前，超 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引领

中国消费市场实现“增量创新”。未来 15

年，中等收入群体预计超过 8 亿，将进一步

推动超大规模市场不断发展。

44万亿元：
消费“主引擎”动力强劲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

可循环。

2013 年至 2022 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从 23.8 万亿元增长至 44 万亿元，稳

居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第一大网络零售市

场和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

中国经济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

部环境不确定性，着力锻造强大而有韧性的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近年来，内需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有 7个年份超过 100%。

2023 年，电影暑期档票房首次突破 200

亿元，观影人次 5.05 亿；中秋国庆假期全国

国内旅游出游人数 8.26亿人次，按可比口径

同比增长 71.3%；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

1200亿件……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3.2%，其中三季度

贡献率升至 94.8%，消费“主引擎”作用进一

步凸显。

拥有 14 亿多人口、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中等收入群体，立足国内、扩大内需、畅通循

环，这是中国经济在新征程上攻坚克难、阔

步向前的底气所在。

激发民间投资信心，提振汽车、电子产

品、家居等大宗消费，提高“一老一小”个税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实施“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

划”……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一系列

举措助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

“中国消费潜力较大，人口规模也较大，

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随着经济

持续恢复向好，中国总的消费趋势将持续向

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

1100万人以上：
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保持稳定

就业是民生之本，关系着千家万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就业

工作，切实把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民心

工程、根基工程，近年来更是明确将就业作

为保障民生的头等大事，把稳就业提高到战

略高度通盘考虑，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推动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城镇新增就业规模显著扩大。2012 年

以来，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连续保持在

1100万人以上；截至 2022年末，累计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超 1.4 亿人。今年 1 至 10 月，全

国城镇新增就业 1109万人。

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

位置，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

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

安康托底。

目前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员

全覆盖，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 10.6亿人、2.4亿人、3亿人，建成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连续多年

上调基础上，2023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再

涨 3.8%，有力增进了人民福祉。

42万亿元：
外贸规模不断实现新突破
自 2017 年起连续 6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地位、民营企业年度进出口规模所占

比重首超 50%、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

贸易额年均增长 8%……10 年间，我国外贸

不断实现新突破，2022 年进出口总值超 42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超 34万亿元。

建设贸易强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加快创新驱动、培育贸易竞争新优

势，到优化外贸发展环境、不断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再到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发

展数字贸易……近年来，瞄准贸易强国目

标，一系列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对外贸易国

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2020年，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首次超过

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2 年跨境

电商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 2万亿元，数字贸

易总规模再创历史新高；2022年出口国际市

场份额进一步提升至 14.7%，连续 14年居全

球首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执

行院长庄芮表示，我国正从贸易大国向贸易

强国纵深推进，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提供了

有力支撑。

20.4万亿元：
财政“蛋糕”日益壮大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上，我国财政实力更加雄厚；适应经济形势

和任务的变化，财政积极履行职能，分好用

好财政“蛋糕”，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财政“蛋糕”日益壮大。党的十八大以

来，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全国财政收入

从 2013年的约 12.9万亿元增加到 2022年的

约 20.4 万亿元。今年前 10 个月，全国财政

收入达 187494亿元，同比增长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

研究室主任何代欣表示，10 年来，我国经济

发展稳步推进、经济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做

大财政“蛋糕”的重要支撑。

财政支出方面，全国财政支出从 2013

年的约 14万亿元增加到 2022年的约 26.1万

亿元，教育科技、基本民生、农业农村等重点

领域支出有力有为。

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政策的

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连续实施大规模减

税降费，税收收入占我国 GDP 比重从 2018

年的 17%左右已下降至 2022 年的 13.8%;保

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较好保障国家重大战

略任务……10 年来，财政宏观调控不断完

善，财政保障更加精准有效。

“雄厚的财政实力、积极的财政政策，是

复杂变局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

撑和重要抓手。”何代欣说。

1.3万亿斤以上：
粮食产量连续 9年稳产增产
克服黄淮罕见“烂场雨”、华北东北局地

严重洪涝等不利因素影响，今年全国粮食再

获丰收，总产量 13908.2 亿斤，比上年增加

177.6亿斤，连续 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

近年来，面对国际粮价剧烈波动、农资

价格高企等形势，我国粮食生产稳产增产、

14 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为稳预期、稳

物价提供了重要支撑。

我国着力稳住面积、主攻单产、力争多

增产。农业农村部推动南方省份发展多熟

制粮食生产，实施大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

加力扩种大豆油料。大食物观逐步树立，各

地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在措施上，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

物质基础：严格耕地用途管控，坚决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动

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实施种业振兴

行动。

在政策上，加快健全机制保障：健全种

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完善农资保供稳价

应对机制，加快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严格省级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

责任制考核。

粮稳天下安。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奠

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

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万亿元：
科研经费创新高 创新驱动显成效

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 2012 年的 1 万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3.09 万亿元，研发投

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 2.55%；基础研究投

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 4.8%提升至

6.3%；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的重大机遇与挑战，我

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

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经济发展方

式加快转变，创新第一动力作用日益凸显。

2022 年 中 国 创 新 指 数 达 到 155.7，比

2021 年增长 5.9%；自 2015 年以来年均增长

6.5%。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大幅跃升，我国成

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员。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 11 位，连续十年稳

步提升，位居 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

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2022年，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

等“三新”经济增加值为 210084 亿元，相当

于 GDP的比重为 17.36%，比 2015年提高 2.6

个百分点。以“三新”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不

断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已成为带动

经济转型升级、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力量。

10年间，我国科技创新实力从量的积累

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

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

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

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

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

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58亿吨：
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0 年间，中国以年均 3%的能源消费增

速支撑了平均 6.6%的经济增长，是全球能耗

强度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中国超额完成

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下降 40%至 45%的目

标，累计减排二氧化碳 58亿吨，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碳市场和清洁发电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积极稳定经济运行

的同时，全国上下坚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节能降耗成效显著。2021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能耗比 2012年累计降低 26.4%，年

均下降 3.3%；在此基础上，2022 年，能耗比

上年下降 0.1%。

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入。截至 2022年

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 10 年增长 2.8 倍、

达到 12.7亿千瓦，占全部装机的 49.5%；非化

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 7.8 个百分点、达到

17.5%。能源安全保障迈上新台阶，煤、油、

气、核、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

系不断完善。

创新发展走上新赛道，清洁能源产业形

成全球领先优势，高效光伏发电、大容量风

电、“华龙一号”核电、新型储能等新技术研

发应用加快推进，能源发展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涌现。

污染治理成效继续显现。2022年，全国

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

平均浓度比上年下降 3.3%。地表水环境继

续改善。3641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

质优良（Ⅰ至Ⅲ类）断面比例为 87.9%，上升

3个百分点。

生态安全屏障继续巩固。坚持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性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

复，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10 年来，全

国累计完成造林 10.2亿亩，人工林面积稳居

世界第一。

超600万公里：
综合交通网络四通八达

全国综合交通网络的总里程超过 600

万公里，其中铁路运营里程 15.5 万公里，

公路通车里程 535 万公里；港口拥有生产

性码头泊位 2.1 万个，民用颁证机场达到

254 个……

截至 2022年底的数据，我国建成“全球

最大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世界级港口

群”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开通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 300余条，

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国

家，国内航空公司经营国际定期航班通航

62 个国家的 153 个城市，邮政快递通达全

球 2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高质

量发展培育新优势，助力实现“人享其行、

物畅其流”。

补短板、锻长板，传统基建持续发力；促

发展、增后劲，新基建提供强大支撑。

截至今年 10月末，5G 基站总数达 321.5

万个；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加速应用突破；5G 由生产外围向核心控

制环节延伸……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纤

网络，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

基础设施。

前所未有的“四横三纵”国家水网主骨

架和大动脉正在形成；全球电压等级最高、

装机规模最大、资源配置能力最强的特大型

电网已经建成……10年间，在重大交通枢纽

工程、水利工程、信息基础设施、国家战略储

备等方面，我国取得了诸多世界领先成果，

多个领域的基础设施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 记者 齐中

熙 魏玉坤 申铖 陈炜伟 姜琳 潘德鑫 邹多

为 叶昊鸣）

十组数据见证新时代伟大成就
新华社记者

又是一年“12月 13日”。第十次国家

公祭仪式上，凌厉的警报声将再次响彻

这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设立以来，国之祭定格悲痛，“12 月 13

日”成为不能忘却的共同记忆；国之殇

敲响警钟，凝聚成奋进前行的力量；国

之愿呼唤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

更加坚定。

“12月 13日”成为不能忘
却的共同记忆

12 月的“哭墙”前从不缺少泪水与

哀思。这面刻有死难者名单的墙是 30

万遇难同胞共同的墓碑，10665 个名字

是他们共同的碑文。

94 岁的夏淑琴、95 岁的艾义英、89

岁的刘民生 3 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家

人的搀扶下来到“哭墙”前。夏淑琴不

识字，但很快就找到了 7 位亲人的名字，

外 孙 女 夏 媛 在 她 的 指 挥 下 为 姓 名“ 描

新”。

“希望姓名更加清晰，这段历史也

会更加清晰。”夏媛说。一笔一划，如同

刀刻，思念深入骨髓。

12 月 8 日，美籍华人鲁照宁将南京

大屠杀期间刊发的 125 份美国报纸捐赠

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近 20 年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

的史料已达 2400 余件（套）。“只要生命

不停止，搜证就不会停止。”他说。

“真相的探寻从来不会唾手可得。

随着国家公祭日设立，越来越多人帮助

南京还原史实拼图。”南京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馆长周峰说，截至目前，纪念馆

各类藏品总量已达 19.3万件（套）。

公祭，国之礼也。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 12月 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

这一天，国家公祭仪式现场，下半旗志哀，《义勇军进行曲》响

起，全场高唱国歌；防空警报拉响，南京全城车船止行；即使在最繁

华的新街口商圈，人们也会放下手中一切，低首默哀……

“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公祭日是重要的固化历史之举。”倡议、

推动和见证了“12 月 13 日”从地方性悼念活动到国家公祭仪式的全

过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感慨地

说：“很欣慰，所有人都牢牢记住了这一天。”

唤醒奋进前行的力量

每天早上八点半，江东门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首批进入纪念

馆的 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平大钟 13声，寓意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每年 12 月上旬，南京全市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一年级

都会开展《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教学。今年，当“记历

史、诵和平、共朗读”网络云班会发出“小小和平朗读者”招募倡议

后，来自南京以及江西、云南、重庆、辽宁等地学生积极报名参加。

残破的城墙、残缺的军刀、遇难者的头颅和手臂，站在组合雕塑

“古城的灾难”前，某部飞行员袁斯煜深有感触。今年以来，已有来

自 24家军校和部队的 4800多名学员来到纪念馆，接受“入伍一课”思

政教育。

截至目前，今年已有约 350 万人次到纪念馆参观，其中港澳台同

胞有 6000 多名。今年 3 月 29 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参观了纪

念馆。他在受访时表示，身为中国人，不管在海峡哪一边都应自立

自强，面对外来欺凌要勇敢抵抗。

国行公祭，凝聚起圆梦中华的奋发之志。

近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平许愿墙”出现在南京

地铁云锦路站、鸡鸣寺站等，人们驻足，写下“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珍爱和平”“振兴中华”的心声。

和平理念撒播全球

西班牙当地时间 10 月 26 日，《世界记忆 和平愿景——南京大屠

杀史实展》在马德里开幕，展出大量历史图片、实物展品等。“在这样

的遭遇之后，中国倡导的是以平和、公正的方式铭记历史。”西班牙

“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洛·穆尼奥斯在致辞中表示。

曾经遭遇战争苦难，更懂和平可贵。首个国家公祭日至今，史

实研究视野逐渐拓展，外译和海外发行工作不断加强。南京大屠杀

史实展已陆续走进美国洛杉矶、俄罗斯莫斯科、意大利佛罗伦萨、菲

律宾马尼拉、法国冈城等地。

美国当地时间 12 月 10 日，旧金山举行了“南京祭”。自 2014 年

以来，海外同步悼念活动渐成惯例，参与队伍不断壮大，从几个国家

几个侨社团，到如今 7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侨社团。

曾因战争而蒙尘，如今因和平而闪光。

2017 年，南京成为中国首个、世界第 169 座国际和平城市；今年

的国际和平日，来自全球 34个国家的近 300名外国留学生汇聚南京，

在纪念馆尾厅和平墙前，大家用寓意和平、友谊的黄玫瑰，共绘“和

平”字样……

“铛、铛、铛……”江东门的钟声每一天都会准时响起，也将长久

地警醒国人，最好的纪念，不是踟蹰于逝者的血泊，而是踏着血迹前

行，向着我们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

（新华社南京12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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