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9.10 星期二
主编：靖季 版式：陈雯

时事 05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统
计局9日发布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报告显示，
75年来，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
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79年
至202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8.9%，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的
增速水平。

新中国是在极其薄弱的经济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1952年，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仅为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
至3679亿元，1986年突破1万亿元，

2000年突破10万亿元，2006年突破
20万亿元，此后以每1至2年便突破一
个十万亿元关口的速度发展，2020年
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2023 年超过
126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人均GDP方面，2019年，我国人
均GDP达到70078元，按年平均汇率
折算为10158美元，首次突破1万美
元；2023年达89358元，比1952年实
际增长89倍，年均增长6.5%。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和划分标准，2023年我国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 13400 美
元，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的低收入国

家跃升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国际影响力方面，新中国成立初

期，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很小，至
1978 年也仅为 1.7%，居世界第 10
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和稳定力量。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
占世界的比重升至17%左右，1979年
至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
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我国已成
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
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以及外汇
储备第一大国。

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7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事业
步履铿锵，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引领教育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
教育大国阔步迈向教育强国。

立框架：建成世界最大规模
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

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青海考察，第一站走进果洛西宁民族
中学，看望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习
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对同学们说：“从牧
区来到这里，生活习惯会有一些改变，
但你们的人生会有更多的机会。”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
80%为文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有
0.26%。文化水平过低，成为民族发展
进步的重要阻碍。

经过75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建
成世界最大规模且有质量的教育体
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
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有各级各类
学校49.83万所，有2.91亿学历教育在
校生，专任教师1891.8万人。

既有量的提升，也有质的飞跃。
我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已
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
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一批大
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
水平。

2024年秋季开学起，全国小学和
初中启用新修订的道德与法治、语文、
历史三科统编教材。新教材选材更加
丰富，编排更加科学，育人导向更加
鲜明。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我国
坚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协调发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让不同禀赋、不同发展兴趣的学生
能够有效地学习、多样化成才。

走过75年峥嵘岁月，全民族科学
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为国家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为教育强国建
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补短板：人民群众教育获得
感显著增强

今年7月1日，教育部开通高校学
生资助热线电话，各省区市和中央部
门所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
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
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自2005年首次开通以来，高校学
生资助热线电话已连续开通20年。

今天，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年
资助人次达到1.6亿，全面实现应助
尽助。

从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全覆盖
并日益健全，到“特岗计划”为中西部
乡村学校补充优质师资；从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
连续10多年不低于4%，到全国2895
个县级行政单位全部实现义务教育基
本均衡……随着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
建设，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全力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保持财

政一般公共预算第一大支出，巩固了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优师计
划”每年为全国832个脱贫县和中西
部陆地边境县定向培养1万名左右本
科层次师范生。义务教育教师实现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
均工资收入水平，教师待遇持续改善，
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氛围更加浓厚。

满足人民“上好学”需求——
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积

极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
展，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
普通高中优质资源、推进多样化发展；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
校建设……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基
础教育新格局正在构建。

全力破解急难愁盼问题——
直面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短板，我

国积极推进免试就近入学、划片规范
入学、阳光监督入学；推进“双减”工
作、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取得明显进
展。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

校就读和享受政府购买学位服务的比
例超过95%，义务教育进入优质均衡
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助发展：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今年春天，教育部公布2023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2024年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
置备案和审批相关工作结果，调整幅
度为历年来最大，高校专业设置与经
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

75年来，锚定国家战略需求和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我国不断推动教育
改革发展，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使命任务更加充分彰显。

神舟飞天、蛟龙入海、北斗组网
……一项项大国工程都与高校提供的
关键技术密不可分。

高校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主力军、
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在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中，高校牵头
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
科 学 技 术 进 步 奖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75.5%、75.6%、56.5%。

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我
国启动实施“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
尖人才培养计划，持续推进卓越工程
师教育培养改革。现代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新增从业人
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能工巧匠、
大国工匠不断涌现。

更好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我
国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建立职普
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体制机制，
促进形成与国家战略相匹配的学校、
学科、专业布局。

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我国实施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成为世界第一大教育资源数字化
中心和服务平台，人人皆学、处处能
学、时时可学正加速实现。

中国教育“朋友圈”也在不断扩
大。经过75年的努力，更全方位、更
多层次、更宽领域、更加主动的教育国
际交流与合作新格局正加快形成，教
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0人中有8
人是文盲，到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
受教育年限超过14年；从1980年高

校毕业生人数14.7万人，到2022年突
破千万人；从1949年各类职业学校在
校生仅30万人，到如今中高职学校每
年培养1000万名左右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75载耕耘，教育结出硕果。站在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起点，教育正
在不断厚植人民幸福之本、夯实国家
富强之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
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奋进在教育强国大路上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教育事业发展成就综述

据新华社西安9月9日电 今年
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发掘50周年。9
月8日，“千古一帝的地下王国——秦
始皇陵考古发现展”在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开幕，通过230件（组）文物精品
全方位、多角度呈现秦始皇陵的面貌、
内涵和价值。

沉睡2000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
“地下军团”——兵马俑，一经发现即
震惊世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
发现之一。半个世纪间，在几代考古
工作者持之以恒地探寻与追问下，兵
马俑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取得了丰硕
成果。

发现兵马俑：
秦军雄魂展风华

1974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现
西安市临潼区）西杨村，当地农民在打
井时发现一些陶俑碎片。“这些陶俑碎
片横七竖八地散落在打井现场。有人
猜测是砖瓦窑，有人说是古庙塑像。”
时任秦始皇陵兵马俑考古队领队的袁
仲一回忆道。

虽然发现的是陶俑碎片，但初
步拼对出的几尊陶俑足以在当时的
考古界引起轰动：从陶俑的发型服
饰、神态姿势，到同时发现的铜镞和

铜弩机……可以看出，这是秦代的武
士俑！

专业考古队随即成立。自此，一
代代考古人在这里持续进行兵马俑
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

守护兵马俑：
匠心妙手焕光彩

令人惊叹的是，兵马俑最初深埋

于地下时，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般“灰
头土脸”。考古资料表明，兵马俑原是
通体施彩，有朱红、粉绿、赭等十多种
颜色。

“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埋，那些保
存下来的颜料出土后 15 秒就开始
变化，4 分钟内就完全脱水、起翘、
剥落，有的就遗留在泥层上。”秦始
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部主任夏
寅说。

“兵马俑一经出土，先要经过探伤、
检测等‘体检程序’，再进行加固、拼对、
粘接、补全等修复工作。”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文物修复专家兰德省说。为留住

“真彩”，中外合作开展文物科技保护研
究。“保住兵马俑表面色彩的同时，减缓
了褪色速度。”

对话兵马俑：
古老文明扬中外

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6亿人次国
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大秦雄风”。其
中，2023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待
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创建馆以来年
观众数量最高纪录。

如今，兵马俑已在美国、英国、西
班牙等49个国家和地区展出，举办了
277次展览，深受外国观众喜爱。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首次集中亮相

9月8日，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观众观看展出的兵马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商务部9
日发布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对
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进行反
倾销立案调查。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日对此回
应称，有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
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对中国国内产
业造成实质损害。根据中国相关法
律法规，遵循世贸组织规则，中国调
查机关决定依法对自加拿大进口油
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反倾销调查
是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保护国内产业
的正当贸易措施，中方对自加拿大进
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与加方采
取的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歧视性措
施有本质区别。

这位发言人介绍，根据中国法
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发起反倾销调
查有两种情形，一是应相关产业申
请发起调查；二是由调查机关依职
权自主发起调查。由于中国油菜
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者众
多，产业提起申请困难。在此情形
下，中国调查机关在掌握立案所需
充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自主发起
调查。

这位发言人说，目前调查工作刚
刚开始，正在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调
查机关将遵循世贸组织规则，公开透
明地开展调查，充分保障各利害关系
方权利，根据调查结果公平、公正地
作出裁决。

对原产于加拿大油菜籽
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国家
统计局9日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6%，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同比下降1.8%，国内物价总体保持基
本平稳。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
占比较高。数据显示，8月份，食品价
格环比上涨3.4%，涨幅比上月扩大
2.2 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8%，影响
CPI同比上涨约0.51个百分点。

“食品尤其是鲜菜水果价格上
涨，带动CPI 涨幅有所扩大。”国家
发展改革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
员刘方说，季节叠加气候因素带动
本轮蔬菜价格上涨。8 月份，鲜菜
价格影响CPI同比上涨约0.44个百
分点。

从环比看，受夏季高温及局地强
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鲜菜、鲜菌、鲜
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18.1%、9.8%、
3.8%和 3.3%；猪肉价格上涨 7.3%。
从同比看，鲜菜价格上涨21.8%，涨幅
比上月扩大18.5个百分点；鲜果价格
由上月下降4.2%转为上涨4.1%；猪
肉价格上涨16.1%。

“5月份以来受出栏量下降等因

素影响，猪肉价格反弹并持续上涨，8
月份猪肉价格创2023年2月份以来
的高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说，随着新
生仔猪数量的持续增加，后期猪肉价
格有望逐步回稳。

从非食品价格看，8月份，非食品
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4%转为下降
0.3%；同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
落0.5个百分点。

非食品中，受国际油价波动影
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3%，同
比由上月上涨5.3%转为下降2.7%；
临近开学出游需求有所回落，飞机
票和旅游价格分别季节性下降5.1%
和0.7%。

8月份，受市场需求不足及部分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等因素影
响，全国PPI环比下降0.7%，降幅比
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8%，降幅比上月扩大1个百分点。

展望下阶段我国物价走势，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表示，
应季果蔬供应总体充足，工业消费
品价格总体稳定，服务价格同比涨
幅或相对有限，综合这三个分类走
势看，下阶段价格水平将保持基本
平稳。

8月份我国CPI继续回升

物价保持基本平稳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中国财
政部新闻办公室9日表示，经国务院
批准，财政部将于2024年9月23日

当周在法国巴黎发行欧元主权债券，
规模不超过20亿欧元。具体发行安
排将于发行前另行公布。

财政部将在法国巴黎
发行欧元主权债券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上接第1版）
斯特勒转达哈拉尔五世国王对

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表示挪威
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北欧国家
之一。挪中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
发展良好，双方以相互尊重的方式
开展对话与合作。挪方尊重中国主
权，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继续
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相互学习，交流互鉴，互利共
赢。中国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有很
多值得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挪方
期待扩大对华合作，特别是在绿色
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海事航运、农
渔水产、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

域。中国在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许
多全球性挑战、应对事关国际和平
和安全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着重
要作用。挪威支持自由贸易，愿同
中方加强在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
架下的沟通与合作，支持欧中加强
合作。

双方就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
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鼓励和
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
力，将继续坚持劝和促谈，为推动政
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
用。希望各方通过对话共同为危机
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挪威首相斯特勒

（上接第1版）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

织，中国和西班牙都是具有责任感和
使命感的国家，都倡导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中方愿同西班牙扩大面向
全球南方的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强在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的
沟通配合，为世界和平稳定和人类进
步事业注入更多正能量。

桑切斯转达费利佩六世国王对
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很高兴
时隔一年再次访华，这表明了西中关
系的紧密程度。西中友谊源远流长，
两国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不断发展深
化伙伴关系。我此访期间，双方签署
了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合作协议，展
现了双方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
景。希望双方加强人文交流，深化经
贸、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合作，西方愿

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环境。西中双
方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捍卫多边
主义。当今世界面临动荡冲突、贫
困、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需要国际
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是维
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关键力量，对解
决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发挥着重要建
设性作用。西方从战略高度看待同
中国的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愿做中国可以信任的伙伴，期待
进一步深化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为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的和平和繁
荣作出更大贡献。西方支持自由贸
易和市场开放原则，不赞同打贸易
战，愿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健康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还就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
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西班牙首相桑切斯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9%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

3%的增速水平

1979年至2023年

75年来
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2023年达89358元

比1952年实际增长89倍

年均增长6.5%

人均GDP方面

1979年至2023年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为24.8%

居世界首位

国际影响力方面

制图/徐云

我国已成为
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商品消费第二大国

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