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政·广告
责任编辑：于雷 编辑：蒋超 校对：徐敏 2022年9月19日 星期一

8

全年定价：360元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盐城市新园路39号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
2013年至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
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
平均增长水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
30%，居世界第一。

根据报告，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我国经济
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比2012年提高7.2
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我国人均GDP
达80976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12年增长69.7%，年
均增长6.1%。

创新发展动能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
展。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
显示，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由2012年的第
34位跃升至2021年的第12位。

协调发展步伐稳健，经济结构不断优化。2021
年，制造业增加值达31.4万亿元，比2012年实际增长

74.3%。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为65.4%，比2012年提高10个百分点，是经济增长第
一拉动力。

绿色发展态势向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形
成。2021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 87.5%，比 2015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
2013年至2021年，全国累计造林总面积约5944万公
顷。

开放发展迈向更高层次，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快形
成。202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5.3万亿美
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2021年，
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
第一。

共享发展持续加强，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现行贫困标准下，2013年至2020年，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9899万人，贫困发生率年均下
降1.3个百分点。2013年至2021年，全国就业人员稳
定在7.4亿人以上。

近十年我国GDP年均增长6.6%

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30%
□记者 魏玉坤

国台办：

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
台湾台东和花莲地震灾情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9月17日夜间以
来，台湾台东县、花莲县相继发生6.5级、6.9级
地震和多次余震，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8日表示，大陆有关方面
对此高度关切，向遇难人员家属表示哀悼，向受
伤人员表达慰问，并希望受灾民众早日恢复正
常生产生活秩序。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1周年。9月18日上
午，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距离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足3公里，是
九一八事变爆发地北大营。沈阳市档案馆原馆长
荆绍福说，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严令“不抵抗”，日军
几小时就攻占了北大营、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城。
“这道刻在中华民族心口上的疤，中国人民不敢
忘！” 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据新华社电 9月18日上午，位于吉林省长春
市的东北沦陷史陈列馆经过4年的改陈升级后，重
新面向公众开放。

据了解，东北沦陷史陈列馆位于伪满皇宫旧址东
部，是以弘扬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为主题的
第四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记者 张博宇

据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九一八”事变91
周年之际，记者从东北抗联博物馆了解到，该馆首次
对外展出侵华日军使用的回转式射击鉴查写真机。

据介绍，该写真机是一架形似重机枪的军用训
练器械，表面喷有黑漆，长97厘米，管口直径8.3厘
米，口内装有摄像机镜头，尾部有木质把手。经鉴
定，它是侵华日军陆军航空部队进行射击训练及作
战时使用的照相枪，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历史
具有实证价值。 记者 杨思琪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纪念纪念““九一八九一八””事变事变9191周年周年

东北沦陷史陈列馆重新开放

东北抗联博物馆
展出日军侵华新物证

据新华社电 国家航天局9月18日消息，截
至2022年9月15日，天问一号环绕器已在轨运行
780多天，火星车累计行驶1921米，完成既定科学
探测任务，获取原始科学探测数据1480GB。

通过对着陆区分布的凹锥、壁垒撞击坑、沟
槽等典型地貌的综合研究，揭示了上述地貌的形
成与水活动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

通过相机影像和光谱数据，在着陆区附近的
板状硬壳岩石中发现含水矿物，证明了在距今10
亿年（晚亚马逊纪时期）以来，着陆区存在过大量
液态水活动。

结合相机影像和火星车移动车辙等信息，发
现着陆区土壤具有较强承压强度且摩擦参数较
低，存在与水活动相关并经历风沙磨蚀的特征。

这些新成果，揭示了火星风沙与水活动对地
质演化和环境变化的影响，为火星乌托邦平原曾
经存在海洋的猜想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丰富了人
类对火星地质演化和环境变化的科学认知。有
关成果已在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此外，科学研究团队还利用天问一号探测数
据，在火星表面岩石密度与地表侵蚀程度的关系、
近火空间环境中离子与中性粒子分布情况，以及
火星重力场等方面，获得了一批优秀的科学成果。

目前，天问一号环绕器继续在遥感使命轨道
开展科学探测，持续积累一手科学数据。

记者 胡喆

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获得丰富科学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