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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的基础继续夯实

5月份以来，跨国公司加快在华投
资布局：山姆会员商店落户广东中山，
开市客（Costco）大陆首家带加油站的
会员店亮相江苏南京，GE 医疗增投
3.8亿元用于上海基地建设……

“我们将在上海基地加大智能制
造、绿色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力度，深化
与上海浦东合作，促进更多诊断药物创
新成果合作和转化。”GE医疗诊断药物
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欧凯文说。

投资考虑的是中长期因素，看重
的是经济发展基本面。已公布的主要
经济指标显示，中国经济大盘保持稳
定，回升向好态势更加明显，充分印证
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支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运行
稳健。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 3.7%
和 8.6%，分别比上月加快 1.4个和 0.6
个百分点。前 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4%。

值得注意的是，复杂严峻的外部
环境下，我国外贸延续 4月份的向好
态势，5月份增速进一步加快。路透社
援引有关专家分析称，到目前为止，出
口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亮点，中国外贸
的竞争力非常强。

保持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企稳
的重要标志。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3%，扣除食
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保持温和上涨。全国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5%，同比下降0.2个百分点，
就业基本盘不断夯实。

从行业和企业表现看，稳中向好
态势也在巩固：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5.6%，九成地区、八成行业、
近六成产品实现同比增长；服务业生
产指数同比增长4.8%，比上月加快1.3
个百分点。

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2，高于
2023年同期水平；技术创新型企业经
营活力指数同比增长22.7%……

部分指标向好的背后，是增长动
能的积蓄，更是发展底气的彰显。

不过，在坚定发展信心的同时，也
要保持清醒头脑。要看到，当前外部
环境复杂性严峻性有所上升，国内有
效需求仍显不足。“但经济回升向好、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进”的动能成长壮大

5月份以来，随着经济内生动能加
快修复，人流、物流要素流动更加活
跃，中国经济循环逐步改善，经济结构
持续优化。

看生产供给，转型升级持续推
进——

路上，自动驾驶观光车、无人清扫
车安静驶过；水面，无人船轻轻划向指
定地点清洁水面；空中，无人机正在进
行安全巡逻……在安徽合肥滨湖国家

森林公园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园区，智
能网联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放眼全国，随着支持产业转型升
级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中国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持续推进，新
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

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5
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0个
月高于全部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智能制造表现亮眼。5月份，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等产量同比分别
增长 36.3%、17.3%，智能无人飞行器
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75%、19.7%。

看市场需求，新消费业态活力不
断释放——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5月份，快
递业务量完成 147.8亿件，再创新高，
成为消费持续恢复的生动写照。

中国消费市场运行稳中有升。5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7%，其中商品零售额、餐饮收入分别
增长 3.6%、5%，增速分别比上月加快
1.6个、0.6个百分点。

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
品类、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0.2%、16.6%、12.9%；前 5个月，实物
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1.5%……
中国市场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法新社日前报道称，5月份中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高于此前
接受彭博社调查的分析人士所预测的
3.0%，“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不确定性
后，中国的消费者大军正在重整旗鼓”。

积极效应进一步释放

6月 19日，在科创板迎来开板五
周年之际，证监会宣布推出“科创板八
条”。此次改革将健全发行承销、并购
重组、股权激励、交易等制度机制，更
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

此前，6月14日，50年期超长期特
别国债在北京证券交易所首次发行，
发行规模达 350 亿元。自 5 月 17 日

“开闸”以来，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有
序推进。

记者梳理发现，进入二季度以来，

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各地
加快落地落细政策措施，着力扩大国
内有效需求，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作为扩内需重点的大规模设备更
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迎来新进展。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截
至目前，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
换新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设备更
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循环利用、标准提
升等 4个方面行动方案出台，31个省
（区、市）都印发了本地区实施方案。

稳外贸政策持续发力。商务部等
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拓展跨境电商
出口推进海外仓建设的意见》，提出推
动跨境电商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等多项
举措。

随着政策逐步落实到位，积极效
应进一步释放，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
信号鲜明：

夏粮有望再获丰收。截至6月18
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96%，

“三夏”小麦机收任务基本完成。
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刚刚过去的

端午假期，国内旅游出游 1.1亿人次、
游客出游总花费403.5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6.3%和8.1%。

房地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5月中旬以来，有
关部门和地区进一步调整优化房地产
政策。记者近日在上海、浙江、四川等
地采访发现，伴随新政逐步落地，一、
二线热点城市成交日趋活跃，市场反
应积极。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国际机
构纷纷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继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上调今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至5%，6月14日世界银
行发布中国经济简报，将今年中国经
济增长预期上调0.3个百分点。

国际市场人士也捕捉到中国经济
的积极变化。综合德新社、彭博社日
前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发布报告称，对
于中国的前景，在华德企的看法比去
年更加乐观。

李超表示，将加快推动“两重”（发
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重大战略实施
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双新”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等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巩固和增
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三坊七巷衣锦坊，古雅的水榭戏
台上，《牡丹亭》选段如泣如诉、情意绵
绵；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古韵今风交
汇的非遗展示馆里，《林则徐充军》选
段唱腔忧愤、慷慨激昂……刚刚过去
的端午假期，闽剧“邂逅”福州古厝，勾
画出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闽剧，又称福州戏，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
唱、念白的中国戏曲剧种，2006年被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世纪80年代，缺人、缺钱、缺优秀
剧本的困境，让闽剧陷入发展低谷。福
建省第16届、第17届戏剧会演上，福州
竟没有一台闽剧入选。到上世纪90年
代，福州市从软硬件、体制机制等方面
入手，振兴闽剧。进入新时代，闽剧发
展迎来新的春天，“老树”又开“新芽”。

福州闽剧院新编古装闽剧《过崖
记》，讲述了因一名囚犯英勇救人而引
发的关于人性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
拷问，以闽剧艺术的美学特质，通过跌
宕起伏的戏剧情节设置，引发观众共
鸣。今年3月，该剧亮相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赢得满堂彩。

“一方面突出闽剧特色，另一方面在
剧本创作、舞台和音乐设计、演出等各个
环节努力创新，区别于偏重叙述故事的
传统老戏，《过崖记》更注重呈现人物内
心的纠结和挣扎。”福州闽剧院院长、福
州闽剧艺术传承发展中心主任杨东说。

《过崖记》大放异彩，是近年来闽
剧好戏不断的缩影。杨东表示：“闽剧
发展要与时代同步伐，要以守正创新
为己任，要用明德引领风尚。”

对闽剧固有的音乐形式、曲牌、唱
腔韵味，要传承保护好。比如，闽剧演
出之前，大多会加演一小出《女加冠》

折子戏，曲牌为《双贵子》，取其喜庆吉
祥之意，很受观众青睐。

适应观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在剧
本制作、舞台呈现等方面进行创新。
比如，故事结尾从早前多为封闭式大
结局，到如今更多采用开放式结尾，给
观众以遐想空间；剧目时长从早先一
场平均约 4小时压缩到约 2小时，对声
光电等舞美手段加以运用，给观众更
好的观演体验。

唤醒剧种的当代价值，让闽剧“火
出圈”。福建省实验闽剧院院长周虹
说，省实验闽剧院创新推出“元宇宙全
息仓”“AI剧院游”“数字人闽韵游记”
等多样化的传播宣传模式，让更多人
认识闽剧，还与福建电影制片厂联合
拍摄了首部闽剧电影《双蝶扇》。

强化顶层设计，厚植发展沃土。
作为闽剧发源地的福州，在 2021年 11
月起施行《福州市闽剧保护规定》，为
闽剧发展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

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朱寿
良介绍，2021年至2023年，福州市累计
下达各类资金近 6000万元，用于开展
闽剧剧目创排、人才培养、场馆设施建
设、历史资料收集等工作。

一批名剧目、名演员的接续涌现，成
为闽剧振兴的有力注脚。闽剧《过崖记》

《马江魂》荣获福建省第十届百花文艺奖
二等奖，《过崖记》还荣获第十八届中国
戏剧节优秀剧目奖。1993年至今，共有
5名闽剧演员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福州的城
市精神，脱胎于此的闽剧同样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这样的特质为闽剧发展
注入了不竭的生命力。”杨东说，“闽剧
振兴，还在路上。”

新华社福州6月18日电

福建：闽剧振兴好戏不断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伴随着孩童声声诵读的《诫子
书》，诸葛后裔聚族而居的浙江省兰溪
市诸葛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青砖灰瓦马头墙。暑期临近，作为
全国最大的诸葛后裔聚居地，江南古村
的研学游热度日渐提升。

诸葛村村域面积2.3平方公里，相传
由诸葛亮27世孙诸葛大狮于元代开始营
建。古村以钟池为中心，由8条巷道向外
延伸，从空中俯瞰与青砖黛瓦的古民居
共同组成了一幅形似八卦的乡村图景。
据统计，村中姓诸葛的居民超过3000人。

古村如今的人气与活力得益于几
十年来几代人接续的活态保护。

诸葛村党总支书记诸葛坤亨已年
过古稀，参与过早年间丞相祠堂、厅堂、
议事堂等公共建筑的修缮保护。“在外
的出钱，在家的出力，当时靠大家齐心
协力，才把许多老建筑‘抢救’了回来。”

2000年前后，诸葛村已经靠着村居
环境、传统文化小有名气，随着来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村集体收入迅速增长。

有人曾提议就此深度开发、收入分
红，但诸葛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从
2003年开始，诸葛村推行“一户一策”，
除了村内公共建筑，村民老宅也一并纳
入保护。“我们尊重村民选择，有的愿意
留在老宅就仍在此居住，有的村民享受
易地建房政策后，老房子由村集体收
归，由修缮队维修。”诸葛坤亨说。

村民冯水根皮肤黝黑，从年少时跟
着老师傅修古建筑已有40余年。“古建
筑修缮不仅要规划整体建筑布局，还需
要使用原材料、老工艺，复原局部细节，
实现古建筑‘修旧如旧’。”他说。

通过村中老工匠“传帮带”，这支修
缮队现已发展为拥有古建筑修复一级
资质的企业。村民们对古建筑有感情

又懂技术，促进了古村落常态化修缮队
伍规模的壮大，也让古建筑修缮技艺得
到传承，文物保护进入良性循环。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保护意识，诸葛
村还把文物保护法、村规民约制作成挂
历、手册分发给村民；对村内所有古建
筑进行彻底摸排、挂牌、签订责任书。

在“人人都是文保员，人人都是受
益者”理念下，截至 2023年底，村里投
入3亿余元，整体修缮道路1万多米，修
缮古建筑6万多平方米。

如今，在古色古香的“天一堂”百草
园，许多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此点一杯
草药茶饮，和诸葛古村合影“打卡”。

行走在诸葛村，这样的场景比比皆
是。孩童趴在窗沿观看老匠人制作孔
明锁；游客在中药体验馆学习传统药包
制作；如果时间赶巧，游客还能在诸葛
祭祖中体验传统祭祀仪式和迎会游街
活动……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诸葛村结合
古村落风貌、非遗传统工艺等，推出沉
浸式互动演绎项目，诸葛亮、五虎上将
等角色和游客互动。“五一”期间，诸葛
村接待游客 20000 多人次，同比增长
5.9%，给村民带来旅游收入158万元。

文脉传承悠久的江南古村在活态
保护与发展中，留住了“根与魂”，于有
形无形间，塑造出一幅乡愁里的当代乡
土中国的美丽图景。

诸葛坤亨说，传统村落的吸引力不
仅在于自然风光、历史建筑，更在于其
蕴含的丰富厚重的传统文化，这是村庄
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向引力。

20多年来，在诸葛村，保护优先于
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理念始终未
变。数据显示，2023年诸葛村接待游
客60余万人次，门票收入2000余万元，
带动近5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新华社杭州6月19日电

浙江兰溪：江南古村展新颜

5月份中国经济数据释放了哪些信号？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随着宏观政策效

应持续释放，中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运行总体平稳，
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力量。

“新华视点”记者梳理已公布的主要经济指标，深入多
地感知经济发展脉动，解读5月份中国经济释放的信号。

6月13日，工人在卢龙县一家环保型建设材料企业的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6月14日，工作人员在位于常州市武进区的江苏常州理想汽车智能制造基
地总装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6月12日，河北省隆尧县一家陶瓷出口企业的工人在生产车间内检测产品质量。 新华社发

游客在诸葛村参观游览。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