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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突破8万元超世界平均！
2021年这些新突破值得铭记

中新财经2月28日电 
(记者 李金磊)2月28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面 对 复 杂 国 际 环
境、疫情和极端天气等多
重挑战，国民经济持续恢
复 ， 发 展 水 平 再 上 新 台
阶。一个个新突破，见证
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

经济规模突破110
万亿元创新高

2 0 2 1 年 ， 我 国 国 内
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
长 8 . 1 % ，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
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突
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
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

2 0 2 1 年 ， 按 年 平 均
汇率折算，我国经济总量
达到17.7万亿美元，预计
占 世 界 经 济 的 比 重 超 过
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达到25%左右。

人均GDP突破8万
元超世界平均

数 据 显 示 ， 2 0 2 1 年
我国人均GDP达到80976
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
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
均GDP水平。

国 民 总 收 入 突 破
113万亿元

国民总收入1133518
亿元，比上年增长7.9%。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46380
元/人，比上年提高8.7%
。

实际使用外资首次
突破1万亿元

外 资 准 入 负 面 清 单
持续缩减，投资便利化水
平 提 升 ， 完 备 的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 广 阔 的 市 场 机
遇 、 优 化 的 营 商 环 境 使
中 国 继 续 成 为 引 进 外 资

的热土。2021年，我国实
际 使 用 外 商 直 接 投 资 金
额1.1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14.9%，首次突破1万亿
元。

粮食总产量再创历
史新高

粮 食 生 产 再 获 丰
收 。 2 0 2 1 年 粮 食 总 产 量
13657亿斤，比上年增产
267亿斤，增长2.0%，再
创历史新高。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128元

居 民 收 入 与 经 济 增
长 基 本 同 步 。 2 0 2 1 年 全
国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5128元，比上年实际增
长8.1%，快于人均GDP增
速，与GDP增速同步。

其 中 ， 脱 贫 县 居 民
收入快速增长。2021年，
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4051元，比上年
名义增长11.6%，实际增
长10.8%，快于全国农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速。

全年出生人口1062
万人

年末全国人口141260
万 人 ，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4 8
万 人 ， 其 中 城 镇 常 住 人
口91425万人。全年出生
人 口 1 0 6 2 万 人 ， 出 生 率
为7.52‰；死亡人口1014
万人，死亡率为7.18‰；
自然增长率为0.34‰。全
国人户分离的人口5.04亿
人，其中流动人口3.85亿
人。

养老保险覆盖超10
亿人

社 会 保 障 网 织 密 织
牢。2021年末全国基本养
老 保 险 覆 盖 超 1 0 亿 人 ，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13亿
人。其中，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分别为48075万

人、54797万人、136424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454万人、554万人、293
万人。

全国农民工人均月
收入4432元

全 国 农 民 工 总 量
29251万人，比上年增长
2.4%。全国农民工人均月
收入4432元，比上年增长
8.8%。

全年空气质量达标

的城市占64.3%

环 境 质 量 持 续 提
升 。 空 气 质 量 继 续 改
善。2021年，全国339个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平 均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87.5%，比上年提高0.5个
百分点；全年空气质量达
标的城市占64.3%；细颗
粒物(PM2.5)年平均浓度
30微克/立方米，比上年
下降9.1%。

国 家 统 计 局 表 示 ，
尽管全球疫情影响仍在持
续，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
峻和不确定，国内发展面
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我
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 有 变 ， 经 济 发 展 韧 性
好、潜力足、空间大的特
征没有变，经济稳定恢复
和转型升级态势没有变，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没有
变。(完)

呈现长征情报战秘史 
长篇小说《乌江引》首发

中新网广州3月1日
电 (记者 程景伟)“密码
破译中的青春长征——
《 乌 江 引 》 新 书 首 发
式”3月1日在北京、广
州两地同步举行。该书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花
城出版社联合出版，《
人民文学》杂志社2022年
第3期同步刊发。

首发式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人民文学》
杂志社、中国作协创联
部、广东省作协、中共
广州市委宣传部、中共
深圳市委宣传部、广州
市 文 化 广 电 旅 游 局 主
办，广州文学艺术创作

研究院、花城出版社承
办，广州市文联、深圳
市文联协办。

作 为 一 部 长 篇 小
说，《乌江引》呈现的
是长征史诗的另一个传
奇，一支鲜为人知的秘
密力量，这便是以“破
译三杰”曾希圣、曹祥
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
的中革军委二局。他们
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
侦收的敌台信号，几乎
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
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
一次又一次突破重围、
绝处逢生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国民党军
对红军的情报却一无所
获。这是人类军事史上
以 弱 胜 强 的 情 报 战 孤
例。中革军委二局，一
个隐秘的存在。即使行
走 在 自 己 的 队 伍 里 ，
他 们 的 身 份 也 不 为 人
知……

《乌江引》以这段
历史为背景，以大量解
密档案及“破译三杰”
后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为基础，在客观史实基
础上甫以文学想象。全
书主体故事发生在红军
主力1935年1月初突破乌

江 、 3 月 底 南 渡 乌 江 之
间，其间有遵义会议、
娄山关大捷和四渡赤水
等大事件。

　　
小说作者庞贝早年

毕业于解放军外国语学
院，毕业后曾在解放军
总参谋部的总部工作。
现为国家一级作家、广
东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
员、广州文学艺术创作
研 究 院 专 业 作 家 ， 曾
出版《无尽藏》《独角
兽》等长篇小说。

在 长 征 密 电 大 量
解密之后，庞贝便决意
创作这样一部可谓“非
我莫属”的长篇小说。
庞贝坦言，创作《乌江
引》这部作品，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也是他对
自己青春岁月的一次回
望。发布会上，与会专
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高
度肯定了《乌江引》的
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施战军高度评价《乌江
引》：“有战火，有烟
火；有知识，有见识；
有品格，有性格；有道
义，有情义；有正气，
有朝气。”(完)

庞贝新作《乌江
引》　花城出版社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