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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国家

统计局、科技部和财政部日前联合发

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

公报》显示，2019年，全国共投入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 22143.6 亿

元，比上年增加 2465.7 亿元，增长

12.5%；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

2.23%，比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

按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全时

工作量计算的人均经费为46.1万元，

比上年增加 1.2万元。2019 年，研究

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保持较

快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

计师邓永旭介绍，2013 年以来我国

R&D经费投入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

二，与美国差距逐步缩小。R&D 经

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已接近欧盟15
国平均水平。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基础研究经

费1335.6亿元，比上年增长22.5%；应

用研究经费 2498.5 亿元，同比增长

14.0%；试验发展经费 18309.5 亿元，

同比增长 11.7%。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

6.0%、11.3%和82.7%。

分活动主体看，各类企业研究与

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 16921.8
亿元，比上年增长11.1%；政府属研究

机构经费支出3080.8亿元，同比增长

14.5%；高等学校经费支出 1796.6 亿

元，同比增长23.2%。企业、政府属研

究机构、高等学校经费支出所占比重

分别为76.4%、13.9%和8.1%。

分产业部门看，高技术制造业研

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3804.0亿

元，投入强度（与营业收入之比）为

2.41%，比上年提高0.14个百分点；装

备制造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

费7868.0亿元，投入强度为2.07%，比

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

分 地 区 看 ，研 究 与 试 验 发 展

（R&D）经费投入超过千亿元的省

（市）有 6 个，分别为广东（3098.5 亿

元）、江苏（2779.5亿元）、北京（2233.6
亿 元）、浙 江（1669.8 亿 元）、上 海

（1524.6亿元）和山东（1494.7亿元）。

此外，2019 年，国家财政科学技

术支出 10717.4 亿元，比上年增加

1199.2亿元，增长 12.6%。其中，中央

财政科学技术支出4173.2亿元，同比

增长 11.6%，占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

比重为 38.9%；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

出6544.2亿元，同比增长13.2%，占比

为61.1%。

“我国科技经费投入规模稳步增

加，结构持续优化，但也要看到，我国

R ＆ D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与 美 国

（2.83％）、日本（3.26％）等科技强国

相比尚显不足，R＆D产出多而欠优

的现象亟需改善。”邓永旭对《公告》

进行解读时表示，下阶段，我国应持

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努力实现对关

键技术和核心领域的精准支持；拓宽

经费投入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增加R
＆D经费投入，稳定支持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开创多元化投入新局面。

闫春光是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

张庄村的一名“80后”，在脱贫攻坚战

中，通过养鸡从贫困户转变成了致富

能手，生活也从曾经的一贫如洗到如

今的春光满园。

“贫困并不可怕，只要用自己的双

手去奋斗，就可以摆脱贫困。我希望

能够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过上幸福的

小康生活。”闫春光说。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

闫春光 7 岁那年，其父因病倒下

了，再也没有站起来。家中没有了顶

梁柱，一下子塌了天。“那时，爷爷奶奶

都已经60多岁，我和姐姐还在上学，家

里也没有现代化农具，母亲的艰辛和泪

水至今难以忘怀。”闫春光说，母亲依靠

微薄的种粮收入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

而且这种状况维持了10多年。

生活虽然拮据，但花费却在增

加。2005年，在闫春光高中即将毕业

时，家中已无力承担他和姐姐的上学

费用。“当时，我想自己已经 18 岁了，

是一名男子汉，应该替母亲分担起养

家的重担。”闫春光说，为了减轻家里的

经济负担，扭转贫困的局面，让全家人

过上幸福的生活，他毅然选择了退学。

退学了能干什么？闫春光不想只

靠土地上的微博收入来维持生活。“那

时，我想走出去闯一闯，后来就去苏州

打工。”闫春光说。

随着爷爷奶奶年纪越来越大，母亲

一个人照顾不过来，2007年闫春光返乡

务农。“2010年，村里有 10来户人家养

鸡，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而且收入不

错，当时有邻居愿意帮助我进行养鸡技

术指导，我就决定试一试。”闫春光说，

他用自己在苏州打工挣的钱和借来的

一部分钱，建起了一个能养 2000 只鸡

的鸡棚，开启了自己的养鸡事业。

几经波折的创业路

事业起步之时，尤为不易。“养

鸡是个细致活儿，一点儿也不能马

虎。我生怕鸡会出问题，起初每天

从早到晚都待在鸡棚里，村里的几

个老养鸡户也都不断来帮忙。看着

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我心里甭提多

高兴了。”闫春光说，自家的鸡产蛋

了，赚钱了，他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

美好起来。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个月后

的一场禽流感使闫春光半年多的心

血一下子赔了个净光。“当时真的欲

哭无泪，仿佛掉入了冰底。”闫春光

说。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闫春光

选择了坚强面对。他找亲戚朋友借

来一些钱，又买了 2000 只鸡。然而，

禽流感又一次重重击碎了闫春光重

新燃起的希望。

接连两次遭遇禽流感，闫春光

赔了几万元钱，一家老小挤在一处

土坯房里，也成为了村里有名的困

难户，2014 年被建档立卡为贫困户。

▶ 本报记者 刘琴

这是一片神奇的高原，千山耸立，

万水奔腾。

这是一片浑厚的土地，沧海桑田，

见证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西藏工作面临

的形势，深刻阐释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部署和

推进西藏工作，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夏秋之交，天朗气清，格桑花开，高

原大地生机勃勃，景美如画。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西藏各族儿女

正意气风发、携手同行，阔步走在新时

代康庄大道上。

党的恩情记心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瞻远瞩、谋篇布局，为新时代西藏

发展指明方向

西藏林芝市 318 国道旁，巨柏林

葱郁挺拔，巴吉村的民居掩映其间。

作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巴吉村

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1200 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 3.4 万元。

这个西藏的小村庄，习近平同志

曾两次来过，并叮嘱“千方百计帮助

群众增加收入，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甜”。

“按照总书记说的，我们大力发

展村集体经济，没有一人在致富的路

上掉队。”巴吉村党支部书记米玛说。

喜马拉雅莽莽苍苍，群山起伏绵

连 ，一座座高矗的山峰犹如无字丰

碑，见证和记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雪域高原发生的巨变。

西藏和平解放近 70 年来，历届中

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关心西

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着眼于西藏同全

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为新时

代雪域高原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作为我国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

西藏高寒缺氧，地处边陲，反分裂斗

争任务艰巨。

特殊的自然地理、历史因素，决

定了西藏是完善国家治理、实现全面

小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难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进入了全

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长治久

安的关键阶段。维护西藏和谐稳定、

实现西藏繁荣进步，是西藏各族干部

群众的热切期盼，也是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心愿。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新时代如何

治理西藏，进一步推进西藏长足发展

和长治久安，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有着深刻的思考。

“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

2013 年 3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提出治边稳藏重要论述，

强调西藏工作在边疆治理、国家治理

中的特殊地位。

2015 年 8 月，北京。

党的西藏工作历史上的一个重

要里程碑——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

谈会召开。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系统阐述了党的治藏方略：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

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

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

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

的重要原则；

去
年
全
国
研
发
经
费
突
破
两
万
亿
元

脱贫致富路上洒满春光

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西藏工作纪实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95.1亿元，同比增

长 19.6%，增速比 6月份加快 8.1个百分

点，已连续3个月同比增长，且增速逐月

加快。

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朱虹介绍，从累计数据来看，今年 1-7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 31022.9亿元，同比下降 8.1%，降幅比

1-6月份收窄 4.7个百分点。分行业来

看，利润向好的行业数量增多。7月份，

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行业利润

实现增长，数量比上月增加 9 个；有 24
个行业利润增速比6月份加快，数量比6
月增加9个，反映出利润改善的节奏较6
月份加快。

另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7 月份，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3%，增速比 6 月份加快 30.0 个百分

点。其中，汽车行业受益于销售回暖和

投资收益增加，利润增速由 6 月份的

16.9%大幅上升至125.5%。 安娜

本报讯 在近日国新办举行金融

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政策落实情况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刘国强介绍，今年前7个月，金融部

门积极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

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为市场主体减负

共计8700亿元，分四方面：

一是降低利率减负 4700 亿元。其

中，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行引导

贷款利率下降减负 3540 亿元，再贷款、

再贴现支持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减负 370
亿元，债券利率下行为债券发行人减负

790亿元。

二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

政策、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

付息政策两项直达货币政策工具，以及

前期的延期还本付息政策，总共减负

1335 亿元。延期还本付息可以减少企

业负担大约1215亿元，支持发放普惠小

微信用贷款为企业节约担保费等费用

大约120亿元。

三是银行通过减免服务收费，为市

场主体减负2045亿元。

四是支持企业重组和债转股减负

约660亿元。

刘国强说，8-12 月，金融部门还将

继续为市场主体减负大约6000多亿元，

全年合计减负1.5万亿元。 李洋

7月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继续加速增长

今年金融部门预计
为市场主体减负1.5万亿元

8 月 28- 31
日，为期 4 天的第

28 届广州博览会

在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举

行。本届博览会

展览面积约 9万平

方米，集中展示各

地发展成就以及

精准扶贫、健康养

老、食品餐饮、防

疫抗疫等领域的

产品。图为广州

博览会展出的自

动驾驶汽车。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