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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在第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现
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
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
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
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 12 万吨，
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了新
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油田及
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油田，
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
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在东
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地进行
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展。1959 年
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万吨，主要石
油产品自给率达到40.6%。但远远不
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

60 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
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庆

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的。
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我国
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大
庆油田，形成了年产600万吨原油的
生产能力，对实现石油产品基本自
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 年 1 月 21 日，石油工业部
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
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
织华北石油会战。到 1965 年，在山
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
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会
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面，
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石油
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油
会战，到 1965 年底，中国原油产量
达到 1131 万吨，实现了国内消费原
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现了
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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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石油基本自给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
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
强烈亮光，惊天动地的巨响之后，
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而起。中
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
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
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
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时
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
核武器。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科学
技术、果断决策的结果，更是凝聚
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智慧和辛劳的结
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
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发
展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
端科学技术。

1962 年 11 月，中央成立以周恩
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强有力

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协同
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一星”研
制进程。原子弹研制率先于 1964 年
实现突破。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
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
行爆炸成功。1967 年 6 月 17 日，我
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
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
国家。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用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
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正如邓小
平所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
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
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
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
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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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建功勋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
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 《政府工作报

告》 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
全面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
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
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
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
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

“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
“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
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
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

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

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
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
现“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
标。即使在后来发生挫折的艰难岁月
里，这个伟大目标仍是凝聚和团结亿
万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强大精
神源泉。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
目标和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
民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
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
的内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
进。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我国初绘现代化蓝图

物价变动，既是经济议题，更是
民生关切。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我
国CPI同比上涨3%，部分食品价格涨
幅较大。在宏观物价水平稳定的大格
局下，尤需关注部分食品价格上涨的
结构性矛盾，精准施策稳物价，解好
经济议题背后的民生考题。

尽管 9 月当月 CPI 涨幅有所扩
大，但 1 至 9 月平均 CPI 比去年同期
上涨2.5%，走势总体温和，也低于全
年 3%左右的调控预期目标。但当前
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比较明显。9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回落、服
务价格涨幅温和，但猪肉价格同比上
涨 69.3%，对 CPI 上涨的“贡献”超
过一半。此外，牛肉、羊肉、鸡肉、
鸭肉和鸡蛋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

稳物价、保民生，要抓住主要矛
盾。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强化
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等四方面措施，
促进生猪产能加快恢复，增加牛羊
肉、鸡肉等禽肉市场供应，提出更加
注重运用市场办法，遏制部分食品价
格过快上涨。

稳物价、保民生，要落实有力措
施。要加强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
警，特别是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变化情
况的监测预警；积极充实价格调控工
具箱，做好必要情况下的调控准备；
严肃查处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价
格等违法行为。

稳物价、保民生，要关注重点群
体。越是价格波动，越要重视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各地已累计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55.1亿元，惠及困难

群众达2.22亿人次，缓解了食品价格上
涨对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管好“米袋子”“菜篮子”“果盘
子”，国家有政策，地方有落实，民
生有兜底。稳物价、惠民生，经济发
展就更有温度、更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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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好“3%”背后的民生考题

10 月 16 日是世界粮食日，眼下又
正是秋粮收获之时。据农业农村部15日
数据，目前秋粮已收获近7成，增产趋
势明显。

秋粮入库意味着全年粮食生产大局
已定。今年粮食有望继续保持连年丰收
的好形势，这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打下
一个坚实基础。

又是一个丰收年

“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水稻亩产
500公斤左右。”黑龙江省桦川县玉成现
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玉成说，水
稻稳产高产优质，主要得益于黑土地保
护。

截至 10 月 14 日，全国秋粮已收获
8.6 亿亩，完成 66.8%，进度同比持平。
其中，中稻 （一季稻） 已收65.2%，玉
米已收71.9%，大豆已收79.8%。

回顾今年的夏粮和早稻生产，早

稻、夏粮合计总产量为16801万吨，比
2018 年增加 60.6 万吨，增长 0.4%。如
果秋粮再获丰收，这将又是一个丰收
年。

在产量丰收的同时，今年全国粮
食生产结构更优、生产更绿、质量更
高——

今年我国实施大豆振兴计划，预计
大豆面积增加 1000 万亩，非优势区水
稻、玉米面积继续调减；继续实施轮作
休耕3000万亩，继续调优农业投入品结
构，有机肥使用量增加，化肥农药使用
量持续减少；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优
质率进一步提升。

丰收成绩单来之不易。除了抵御局
部旱涝灾害外，今年的粮食生产还遭遇
了新挑战——

外来入侵物种草地贪夜蛾一度对玉
米等农作物造成严重威胁。经过各地植
保人员全力防控，产量损失控制在 5%
以内，黄淮海等玉米主产区未造成损

失，实现了防虫害稳秋粮目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日前表

示，到 2018 年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创
纪录的“十五连丰”，今年的产量有
望 连 续 第 5 年 稳 定 在 1.3 万 亿 斤 以
上，为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提供了
支撑，为有效应对国内外风险挑战增
添了底气。

粮食安全有保障

“下了几天雨，明天天一晴就可以
下地种麦了。”连续两年丰收后，河南
省上蔡县邵店镇十里铺村的种粮大户陈
伍臣很有信心。

近几天在村里奔波走访种粮大户、
帮助开展秋冬种的驻村第一书记宋发启
说，由于国家政策支持，加快土地流转
和种植结构调整，农业效益增加，农民
种粮积极性明显提高。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连日来，

华北冬麦区和长江流域的农民正忙着
播种小麦和油菜，为来年夏粮丰收做
准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
安全观，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
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此后，一系列举措深入
推进——

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机制创
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越稳
健。

14日发表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
皮书显示，我国谷物自给率超过 95%。
近几年，稻谷和小麦产需有余，完全能
够自给，进出口主要是品种调剂，将中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可以说，现在是我国粮食安全保
障水平最好的时期。”中国社科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数量供
给充足，品种丰富，正在从吃饱向吃好
转变。”

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业内专家预计，未来我国人均口粮
消费将稳中略降，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
消费继续增加，粮食消费总量刚性增
长，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面对未
来，中国能否依靠自身力量筑牢国家粮
食安全防线？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
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国家
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局长张务锋说。

高效、科技、智能日益成为粮食生
产关键词。水肥一体化、喷灌滴灌、宽
幅精播等技术大力推广，化肥农药使用
量零增长行动深入开展，农机合作社、
植保服务队、职业经理人等社会化服务

主体不断壮大，代耕代种等专业化服务
集约高效。绿色的新希望，正在广阔田
野不断孕育生发！

未来，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越走
越清晰：

——坚持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
变，促进种植结构优化、适度规模经
营；

——做到好粮食卖出好价钱，推广
绿色生态储粮技术，建好用好智能粮
库；

——优化粮食加工产能结构和布
局，鼓励支持粮食循环经济发展；

——强化产销合作，畅通好粮油到
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只要全面实
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
不断推动从粮食生产大国向粮食产业强
国迈进，中国人的饭碗就一定会牢牢地
端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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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读 中 国 粮 食 丰 收 “ 密 码 ”
——写在世界粮食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深圳10月15日电 2019中
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之际，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博览会的举办表
示衷心的祝贺，向出席博览会的各国
嘉宾和各界人士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海洋对
人 类 社 会 生 存 和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海 洋 孕 育 了 生 命 、 联 通 了 世

界、促进了发展。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战略要地。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
步伐，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
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促
进 海 上 互 联 互 通 和 各 领 域 务 实 合
作，积极发展“蓝色伙伴关系”。要
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
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
多样性，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

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习近平强调，举办 2019 中国海洋

经济博览会旨在为世界沿海国家搭建
一个开放合作、共赢共享的平台。希
望大家秉承互信、互助、互利的原
则，深化交流合作，让世界各国人民
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15 日上午，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
览会在深圳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习

近平的贺信。
2019 中 国 海 洋 经 济 博 览 会 以

“蓝色机遇、共创未来”为主题，吸
引 450 余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将重点
围绕现代港口建设、海洋高新技术
与 装 备 制 造 、 海 洋 可 再 生 能 源 利
用、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热点领
域，推出新技术成果，推进中外企
业洽谈合作。

习近平致信祝贺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开幕强调

秉承互信互助互利原则 让世界
各国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9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
上涨3%。CPI涨幅为何有所扩大？通
货膨胀压力会不会加大？群众基本生
活如何保障？围绕这些社会关心的热
点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数据看点：猪肉价格推
升CPI涨幅升至3%

“最近感觉水果比之前便宜了，
近段时间葡萄、苹果实惠多了，不少
新鲜蔬菜价格感觉也下来了，但就是
猪肉确实贵了不少啊！”今年61岁的
北京市丰台区居民张萍告诉记者。

有升有降，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感
受。

综观9月份物价数据，价格结构
性分化的态势很明显。比如，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11.2%，涨幅扩大1.2个百
分点，但非食品价格上涨 1%，涨幅
还在回落。

在食品内部，也有分化。前期涨
幅较快的鲜果、鲜菜价格已呈回落态
势 。 9 月 份 ， 鲜 果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7.7%，但涨幅回落16.3个百分点，近
期苹果、梨等水果大量上市，带动鲜
果价格环比下降7.6%。此外，鲜菜价
格同比下降 11.8%，影响 CPI 下降约
0.33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成为推升 CPI 的主因。

数据显示，9月份猪肉价格同比上涨
69.3%，涨幅扩大 22.6 个百分点，影
响 CPI 上涨约 1.65 个百分点，“贡
献”超过一半。

此外，受天气转凉需求增加和消
费替代影响，牛肉、羊肉、鸡肉、鸭
肉和鸡蛋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上涨，涨
幅在9.4%至18.8%之间。

形势盘点：保持总体物
价稳定具有坚实基础

尽管 9 月当月 CPI 涨幅有所扩
大，但从今年以来的 CPI 数据看，
年初两个月 CPI 涨幅不到 2%，此后
6 个月涨幅都在 2%的平台波动，物
价走势总体仍属温和。今年 1 至 9
月 平 均 ， CPI 比 去 年 同 期 上 涨
2.5%，也低于全年 3%左右的调控预
期目标。

从构成 CPI 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看，除了猪肉等食品价格上涨较快，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3%，居住价格同
比涨幅为0.7%，交通和通信价格同比
下降2.9%。

“这轮物价上涨的结构性特征明
显，猪肉等部分食品价格是主要推动
因素，而非食品价格涨幅回落，工业
消费品价格涨幅也不大。此外，1至9
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只有
1.7%，这也显示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实

际上并不大。”社科院世经所全球宏
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说。

针对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国
家出台多项举措促进生猪生产，大力
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

“从当前生产恢复省份增多、
仔猪饲料产量和种猪销量回升等迹
象判断，养猪场户补栏增养信心开
始恢复。”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局长杨振海表示，随着非洲猪瘟疫
情进入相对平稳期，各项政策落地
生效，预计生产积极性将进一步提
升，今年年底前生猪产能将探底趋
稳，猪肉市场供应有望逐步稳定和
恢复。

“猪肉只是 CPI 商品篮子的一
种典型商品，肉价异常上涨可能对
短期 CPI 产生扰动，但不会导致物
价全面持续的上涨。”中国宏观经济
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
丽岩说，受到猪肉价格上涨带动，
未来几个月 CPI 仍可能在 3%左右波
动运行，但部分月份突破 3%不意味
着物价全面上涨、单边上扬，并不
改变当前宏观物价总水平稳定运行
的态势。

展望全年，总体物价水平保持稳
定仍有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付凌晖认为，从食品、工业消费品、
服务等领域来看，下阶段价格保持总
体稳定有较好基础。物价控制在全年

预期目标范围内是有基础、有条件
的。

记者评点：稳物价保民
生，让发展更有温度

物价，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切身利
益，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在宏观物价水平稳定的大格局
下，既要理性分析研判物价走势，也
要关注部分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构性矛
盾，精准施策稳物价、保民生。

一段时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
从生产到流通，国家多措并举促进生
猪生产供应，强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
价。近期，鲜果、鲜菜价格开始回
落，生猪养殖企业积极补栏。9月份
以来，商务部已经会同相关部门投放
中央储备冻猪肉30000吨，为稳定市
场供应起到支撑。

越是价格波动，越要重视保障
基本民生。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价
格司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
各地已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55.1
亿 元 ， 惠 及 困 难 群 众 达 2.22 亿 人
次，缓解了食品价格上涨对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的影响。

国家有政策，地方有落实，民生
有兜底。物价运行平稳，百姓基本生
活有保障，经济发展才更有温度、更
有底气。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如何看待9月CPI涨幅升至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