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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我国
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如何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安排部署，传递重要信号。

今年以来，在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
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态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注意到，会议指出，“十三五”规划
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这些令人鼓
舞的成绩来之不易，也为做好明年经济
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他说。

会议提出，明年要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怎么确保？会议提出，要做到“四个
坚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
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和举措都已
明确。这‘四个坚持’，将推动中国经济行
稳致远，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张燕生
说，明年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任务，全面做好“六稳”工作。

会议同时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
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信号一：
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
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
没有变。我们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
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
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
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今年以来，国际上单边主义和贸易
保护主义加剧，世界经贸增长放缓态势
明显，地缘政治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经
济结构性矛盾凸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面对复杂形势，我国持续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
济保持总体平稳态势。

“展望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
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

一方面强调长期向好趋势没有变，稳定
预期、坚定信心；一方面强调化压力为动
力，用改革开放和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
冲外部不确定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承健说。

会议还提出，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框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
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

李承健分析，要在落实好既有政策
的前提下，未雨绸缪、注重实效，着力提
高宏观政策效率，提升宏观政策效能，比
如促进投资投向更有效领域、疏通金融
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传导的渠道等。

信号二：
化外部压力为改革开放动力

会议指出，明年要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
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否兑现承诺、
交出合格历史答卷，三大攻坚战是必须
跨越的关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
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决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
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
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必须

完成的重大任务。“脱贫攻坚进入决胜的
关键期，要把工作做深做实。”中国银行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李佩珈说。

三大攻坚战打响以来，相关任务已
取得关键进展，但未来任务仍然艰巨。

“要持续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
保卫战，确保实现阶段性目标；牢牢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让全面
小康的成色更足、质量更高，让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步伐更稳、方向更加清晰。”张
燕生说。

王军说，在当前形势下，会议强调打
好三大攻坚战，对于引导全国上下明确
任务，实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良性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信号三：
坚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加快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
质量发展。王军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强调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中央着眼长远，
进一步强调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强调高质量发展，未来经济工作将
更加注重质量、结构、社会民生。

会议指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
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到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随着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不
断完善，中国改革开放、区域发展空间
布局持续优化。

“会议着眼于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强调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空间
和潜力。”王军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通过提振短期需求，对冲经济下行
压力，同时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发展后
劲；充分挖掘区域发展空间，要通过国
家重大区域战略部署，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布局；提升科
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要突破卡脖子的
关键核心技术，增强长期发展的内生
动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信号四：
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今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明
确要求和工作部署。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切实
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
项工作，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
法，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

“面对依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明
年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圆满收官，必须以强大的制度
优势和治理能力有效应对一系列风险
挑战。”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说。

面对明年的目标任务，如何实现
领导经济工作方式方法的改进？中央
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说：

“这要求我们及时研判经济形势变化，

不断更新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观念，
既要提高法治化水平，也要增强专业
化能力。同时，要持续改善领导经济工
作的作风，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把资源真正用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上来。”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
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体现。正值岁
末，农产品价格牵动人心，北方供暖涉
及千家万户，治理欠薪刻不容缓，各项
民生工作千头万绪。会议要求，确保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表
示，将指导各地认真执行好社会救助
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
制，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和重点群体基
本生活，根据需要及时采取调控措施，
促进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

信号五：
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 化压力为动力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新华社记者 申铖

6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
研究 2020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要善于把外
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

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这表明，纵使外部“逆风”依旧，中国
在困难挑战面前愈发从容，迎难而上的发展信心更加坚定。

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中国
经济依然交出不俗“成绩单”：前 3 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2％，全年新增就业目标提前完成，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增
长贡献率超六成……中国经济展现出的韧性和潜力是应对下行
压力的底气所在。

展望明年，尽管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但
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疲软等“逆风”仍
存；与此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凸显，结构性矛盾犹存，要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
许多新的课题。

实践证明，危和机总是同生共存。把脉中国经济未来，同样
要用辩证思维看待前进中的挑战，危中寻机，增强必胜信心。

越是面对挑战，越要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从减税
降费政策集中发力到不断推进“放管服”改革，从出台新版外商
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到自贸区再度扩围，2019年一项项深化改革
开放的关键举措有力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展望新一年，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大力度
的改革开放举措必将撬动更多发展潜力，增强经济后劲。

越是面对压力，越要保持定力，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确保实现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
系统性金融风险，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
提出的一项项具体任务明确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行方向。

困难不容低估，信心不能动摇，干劲不可松懈。沿着既定的
道路、按照自己的节奏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集中精力办好
自己的事，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变，中
国经济的前景一定更加光明。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我国前 11个月
外贸进出口同比增 2.4％
海关总署 8日发布数据，今年前 11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

出口总值 28.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民营企业成为我
国第一大外贸主体。28.5 万亿元的大盘子中，出口 15.55 万亿
元，增长 4.5％；进口 12.95 万亿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贸易
顺差 2.6万亿元，扩大 34.9％。

数据显示，前 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2 万亿元，增长
10.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42.5％，比去年同期提升 3.1 个百分
点，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从贸易伙伴看，前 11个月，中欧贸易总值 4.4万亿元，增长
7.7％，占外贸总值的 15.4％；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 3.98 万亿
元，增长 12.7％，占外贸总值的 14％；中美贸易总值为 3.4 万亿
元，下降 11.1％，占外贸总值的 11.9％；中日贸易总值为 1.97万亿
元，下降 0.5％，占外贸总值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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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年 栉 风 沐 雨 、砥 砺 奋 进 ；六 十 年 情 寄 文
艺、不忘初心。12 月 6 日，“歌声飘过 60 年”株洲市
戏剧传承中心汇报演出在神农大剧院隆重上演。
当晚群星闪耀，文艺荟萃，一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
宴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场演出节目丰富，不仅有传统晚会的歌舞，
更有历年来市戏剧传承中心荣获国家级、省级奖
项的戏剧片段，包括荣获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文
华”奖的歌剧《从前有座山》、荣获中宣部“五个一
工程”奖的花鼓戏《红藤草》和大型歌剧《沥沥太阳
雨》、作为 2021 年湖南省“建党一百周年”献礼剧目
和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提名
剧目的大型民族歌剧《英·雄》等优秀作品，共汇聚
300 多名艺术家、优秀演职人员倾情演绎，采用百
人合唱团真人伴唱、八十人交响乐队现场伴奏，舞
美效果绚丽多彩，观演体验十分震撼。

上世纪 50 年代，在浓厚的艺术氛围下，株洲市
湘剧团、株洲市花鼓戏剧团、株洲市歌舞团等株洲
市文艺院团纷纷涌现。经过半个世纪的传承与发
展，株洲市花鼓戏剧团和株洲市歌舞剧团于 2006
年 4 月合并为株洲市艺术剧院。2012 年在文化体
制改革的热潮中，按照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
部署，经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和株洲市委市政府
的批准，由原株洲市艺术剧院划转为公益性事业
单位，更名为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

60 年来，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精品为标志的艺术特征，
以人才为支撑的发展战略，不断提高艺术的竞争
力、表现力和影响力，创造了戏剧舞台上一个又一
个的辉煌成就，抒写一笔又一笔的壮丽篇章。一部
部凝聚着株洲传承人的智慧和汗水的作品里，许多
精彩演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爱和重视，获得

了一项又一项国家级和省级荣誉。著名艺术家、词
作家乔羽老先生曾为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题词，株
洲因此有了“音乐之城”“歌剧之乡”的美称。

作为一个业务精湛，长期扎根基层，服务大众
的专业文艺演出团体，在完成好大型歌剧、音乐
剧、花鼓戏创作、排练、演出等戏剧传承工作的同
时，株洲市戏剧传承中心紧密配合市委市政府各
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先后承办活动共计 600 余场，
多种公益性演出活动常抓不懈，“文化惠民·送戏
下乡”演出累计达到 3000 余场，并连续十多年被湖
南省文化厅授予“全省好剧团”光荣称号，已然成
为 湖 南 乃 至 中 南 地 区 地 州 市 一 级 专 业 剧 团 的 翘
楚，为繁荣株洲舞台演艺事业，推动戏剧传承发展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株洲“人文城市”建设中不
可或缺的主力军。

花鼓戏《山竹》选段

民族歌剧《江姐》选段

民族歌剧《从
前有座山》选段

民族歌剧《沥沥太阳雨》选段

花鼓戏《红藤草》选段

舞蹈《在那遥远的地方》

合唱歌舞《动力谷之歌》 民族歌剧《英·雄》选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