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在会上发布了2023年上半年重庆

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345.95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第一产

业实现增加值686.33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747.37亿元，增长4%；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7912.25亿元，增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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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回升趋稳 各领域呈现积极变化
上半年重庆实现GDP14345.95亿元，同比增长4.6%

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呈现
五类特点

市统计局副局长杨弘毅表示，今年以
来，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
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效应逐步显
现，生产供给持续增加，市场需求逐步恢
复，就业物价总体平稳，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有五类运行特征：

生产领域持续稳固，第一、第二和第
三产业增加值均增长4%以上。

需求领域逐步恢复，上半年全市社零
总额同比增长6.2%，比一季度提高1.5个
百分点，同时重点领域投资增长较快，有
效发挥了优化供给结构作用。

新兴动能成长集聚，体现在新产品快
速增长，包括服务机器人、智能手表、工业
机器人等产量均大幅增长，现代服务业及
网络消费增长加快。

要素保障稳定有力，上半年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发电量同比增长14.1%，较一季
度提高6.7个百分点，交通运输企稳回
升，全社会营业性货运量超过2019年同
期水平。

就业民生总体稳定，上半年全市城镇
调查失业率平均值5.5%，比一季度下降
0.1 个百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920元，增长5.3%。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市经济逐步摆
脱疫情影响，向常态化运行回归，呈现回
升趋稳态势。

消费和投资持续企稳向好

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
车”之二，上半年重庆在这两方面均交出
不错的“成绩单”——

上半年，全市社零总额同比增长
6.2%，比一季度提高1.5个百分点，特别
是6月份社零增长10.2%；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1.4%，其中基础设施和工
业投资分别增长9.7%、8.8%。

“住宿餐饮消费快速恢复，网络消费
增长加快，居民服务消费稳定恢复和出行
意愿强烈，是上半年全市消费领域的4个
特点。”杨弘毅表示，从当前消费领域趋势
看，我市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结构升级、消
费模式创新的良好态势仍在持续。下半
年，随着市场信心不断提升，消费环境持
续改善，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我市消费市
场将延续向好态势。

投资方面，杨弘毅表示，今年全市抢
抓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进度，积极扩大有效
投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持续发力，制造
业投资企稳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
增长，投资运行主要呈现“大项目支撑有
力、基础设施持续发力、制造业投资稳定

加力、民生领域投资加快聚力”四类特点。
下半年，我市将继续推进“抓项目促

投资”专项行动，加大招商引资，加快谋划
高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项目，继续发
挥投资关键作用。

稳定农产品供应和物价
“双管齐下”

确保农产品供应和稳定物价，是民生
领域的两件大事。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副总队长
李涛明表示，上半年我市以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为总抓手，推进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
业链发展，推动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持续
增加，为确保物价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比如，我市通过推动各项助农惠农政
策措施高效推进，保障了粮食生产稳定，
同时油菜、蔬菜、生猪等产量均保持增长；
特色经济作物方面，水果、茶叶、中药材等
亦保持增长，确保了市场物价平稳。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前‘保供’
‘稳价’还存在3个方面不确定因素。”李
涛明表示，其一是强对流极端天气多发，
区域性暴雨天气将影响农业生产；其二是
生猪价格走低，加上饲料成本高位运行，
将影响畜牧业生产稳定；其三是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持续阶段性低位运行，反映出市
民的消费心理、消费能力等还需恢复。下

半年，我市仍要加大宏观调控，稳定农产
品供应和物价“双管齐下”。

我市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

市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上半年我市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效应持续
显现。上半年，全市经济呈现出粮食安全
及畜牧业健康发展，工业生产有序、新产品
延续快增，服务业经营稳步回升，消费市场
持续恢复、新消费不断壮大，固定资产投资
平稳增长、重大基础项目持续发力，居民收
入稳步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等特点，发
展质量持续提升，经济运行保持恢复态势。

总体来看，随着全市经济社会全面恢
复常态化运行，企业生产稳步恢复、消费
需求持续释放、市场供给不断增加、新产
业新业态较快发展，经济发展总体稳定。
但同时，当前市场需求仍显不足，部分结
构性问题仍比较突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仍需加力。接下来，我市仍应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着力恢复和扩大需求，加快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经济实现质的
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本报记者 夏元）

□本报记者 颜安

上半年重庆农村居民收支情况新近
出炉——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10442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673元，同比增长6.9%，增速超过城镇
居民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8068元，同比增长5.9%，增速同样快
过城镇居民。

这10442元是怎么挣到手的，8068
元的消费又花在了哪些地方？7月 19
日，记者采访了市级相关部门。

收入
工资性收入占比最高，

经营净收入增长最快

数据显示，10442元收入中，工资性
收入为4541元，占比达43.5%；农村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 2848 元，同比增长
9.0%；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286元，
同比增长6.6%；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2767元，同比增长5.4%。工资性收入
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动力来源。

那么，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动力来自哪
里？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居民收支
调查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我
市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并
持续开展减税降费，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
担、稳定了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我市开展专项就业服务，
增加就业岗位。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等重
点群体开展了“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

专项服务活动和2023“春暖农民工”服务
行动，在乡村院坝等农民工聚集地组织开
展招聘活动 2200 余场，提供就业岗位
68.3万个；针对民营企业，实施民营企业
服务月活动“7项服务”，采集企业用工需
求密集举办线上线下招聘4000余场，促
进供需对接，拉动了工资性收入增长。

今年上半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经营
净收入同比增加235元，增幅达9%，是增
长最大的一个板块，其动力又来自于哪
里？

“还是和经济大环境的复苏以及市
委、市政府部署的产业、消费帮扶等工作
有关。”该负责人接着说。

经济大环境方面，随着跨省旅游开
放、出入境团队游重启等利好政策实施，
重庆各大景区游客量快速回升，同时重庆
推出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59条，
认定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镇30
个、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村85个，乡
村旅游持续升温。

产业方面，我市大力实施“四千行
动”，因地制宜发展“小而精”“特而美”特
色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经营净收入
增长。此外，我市深入实施“互联网+”农
产品出村进城工程，持续开展农产品产销
对接，充分发挥“巴味渝珍”农产品电商平
台资源汇聚能力，有力促进了农民经营净
收入增长。

消费
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支出

增速快于生存型消费支出

再来看消费方面。上半年，重庆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8068元，同比
增加447元。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
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
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等8项消费支出
均实现增长。

记者观察到，消费方面同样存在两个
“最”：一是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
娱乐消费支出839元，同比增长8.3%，在
8项支出中增速最快，显示出居民出行意
愿大幅上升，文化及旅游相关消费持续回
暖；二是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2618元，占消费比重为32.4%，在8项支
出中占比最高，其他在外饮食消费支出同
比增长13.5%，均显示出农村居民餐饮消
费意愿增强。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生存型消费支出
（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同比增长
5.6%，其增速分别低于发展型消费支出
（包括教育、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享受
型（包括文化娱乐服务、生活用品及服务、
其他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0.5、1.1个百
分点。

对此现象，记者综合多方观点得出
原因：一是生存型消费本身基数较大，二
是得益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村居民
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其生存型消费需求已基本得到满足，消
费需求呈现多样化，且更多转为发展型
和享受型消费，显示出消费结构持续优
化的态势。

挑战
收支结构比例仍存调整空间

尽管上半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保持继续增长态势，消费支出加快
恢复，但仍有挑战。

首先是从总体上来看，消费增速仍然
慢于收入增速。显示出农村居民消费信
心仍有待提升，消费场景也需要进一步加
大力度进行完善。

其次是收入结构仍待优化。具体而
言，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仅有
286元，绝对数额远远落后于其他3项收
入，还有很大上升潜力。这与农村居民财
产积累速度较慢、财产性收入途径狭窄等
因素有关。另外受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
慢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现阶段农村居民难
以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收入。

第三是消费结构仍需优化提高。从
数据上看，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支出绝对
数 额 为 4588 元 ，占 总 消 费 支 出 的
56.8%。刚性支出越大，其他消费必然受
到影响。此外服务型消费增速较低，这意
味着不少农民的消费仍以基本生活用品
为主。

如何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提高其
消费意愿和信心并优化结构？上述负责
人认为，一是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应继续
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投入与扶持力度，加大
扶持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村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投资。二是继续通过
改革激活农村闲置资源和资产，进一步拓
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三是多方创造
就业机会。加强农村培训与技能提升，帮
助农民更好地适应新兴产业的需要，鼓励
农民创业和发展新项目，增加农民的非农
收入。最后，优化消费环境，在满足基本
生活需求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更多样化的
消费选择。

10442元如何挣到手，8068元花在哪儿
——上半年重庆农村居民收支解析

李喜龙：勇做发展“排头兵”当好职工“娘家人”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319319

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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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重庆劲科电力设计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工会主席，高级工程师李喜龙。
在参加工作28年以来，从一名普通的
技术员做起、从生产第一线做起，一步
步地成长为一名令人敬仰的工程师。
在施工现场、在山野田间，总能看见他
肩扛测量仪器，和技术员一起商量着
细节方案。凭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态
度和执着的敬业精神，李喜龙在生产
管理、科技创新、服务职工等方面作出
了突出贡献，从而成为公司发展的“排
头兵”、创新创效的“领头雁”、职工群
众最可信赖的“娘家人”。

用汗水浇灌奋斗之花

他是公司发展的“排头兵”。作
为公司总工程师，李喜龙恪尽职守、
忘我工作，坚守岗位、冲锋在前，以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
局诠释了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指导
加强制度建设，追求高质量、绿色环
保的设计施工理念，引领企业完成设
计施工一体化的转型。

李喜龙带领团队推进老旧线路

改造，先后完成酉阳、黔江、江津、北
碚等区县 136 个台区、线路，近 100
个项目的居民供电设施改造，惠及居
民近3.4万户，协同保障了居民用电
安全，提升居民生活安全感和幸福
感。2021 年，他主导项目部对重庆
和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变电站
改造。面临施工工期短、地基开挖困
难、电杆吊装难度大等严峻问题，他
多次会同专家研究讨论，督促项目部
人员高效推进，在保证安全第一、质
量可靠的前提下，圆满完成工程任
务，全力消除安全隐患，提高供电可
靠性，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电力支撑，受到九龙坡区相
关部门的高度认可。

在面临防汛救灾等急难险重任
务时，李喜龙带领团队勇挑重担、奔
赴一线，筑牢救灾保电坚固堤坝，在
大战大考中彰显担当与作为。

用创新开拓发展之境

他是创新创效的“领头雁”。李喜龙
始终做到戒骄戒躁、精益求精，积极探索、
勇于创新，以“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干劲攻

克了一项又一项技术难题。
李喜龙带领团队围绕公司安全生

产、提质增效和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
题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工作，
近年来，在电力系统装备、电力设备管
理、电力研究、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等
国内知名期刊上发表《输电线路铁塔
基础选型设计及其优化思路》《电网规

划与电力设计对电网安全影响分析》
等专业论文10余篇，探讨和研究电网
规划与电力设计对电网安全的影响等
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对策，对
于更好地满足社会用电需求具有重大
意义。

在生产工艺创新方面，李喜龙研
发出了新型电缆支撑装置，可以配合

不同电缆线路走向调整使用高度及偏
转角度，并研发了新型施工用牵引装
置，避免了技术中的局部缠绕和松动
现象，目前这几项新型研发已获国家
专利认可。

在苦练“内功”的同时，李喜龙还坚
持做到言传身教、薪火相传，通过“传、
帮、带”的形式，“点对点”“手把手”在思
想上引导、在作风上身教、在技术上指
导，对青年职工进行综合培养，不断激发
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公司

“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愈加浓厚。在
他的带动下，公司青年职工迅速成长，10
余名同事已成长为专业技术人员，41名
职工职业技能得到提升。他们扎根岗位
一线，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光和热、
增添势与能。

用真心构筑职工“娘家”

他是职工群众的“娘家人”。作为
公司工会主席，李喜龙始终坚持以职工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用心用情用力服务
好职工群众。

在人才引进方面，李喜龙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与重庆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每年开展人才服务与技术交流，为
其提供2—50个实习、学习岗位，围绕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模
式，加快产业创新平台专业型人才培
养。每年招聘5—10名大学生，为公司
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企业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李喜龙定期对职
工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并鼓励职工报考
职业资格证书，目前公司有注册电气工
程师（发输电）1名，注册一级建造师2
名、二级建造师4名，注册二级结构师1
名，获高级职称5人、中级职称7人、初
级职称5人，专业技术人员21人。

在职工服务方面，李喜龙坚持把关
心职工身心健康、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摆
在重要位置，常态化开展夏送清凉、冬
送温暖、职工互助保障活动，定期组织
联谊活动、运动会等职工喜闻乐见、寓
教于乐、灵活多样的文体艺活动，厚植
企业文化，职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提升，公司的凝聚力、向心力、战
斗力不断增强。

刘钲邑 潘锋
图片由重庆劲科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工会提供

李喜龙在和友变电站改扩建项目现场指导施工李喜龙在和友变电站改扩建项目现场指导施工

增长4.5%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686.33亿元

全市实现GDP14345.95亿元
同比增长4.6%

2023年上半年
全市经济运行数据一览

增长4%

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5747.37亿元
增长5%

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7912.25亿元

（数据来源：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粮食产量稳定畜牧业健康发展
■小春粮食播种面积563.2万亩，同比增长0.6%；
产量124万吨，增长1.3%

■蔬菜面积628.6万亩，增长3%；产量1222.2万吨，增长3.7%；
水果产量226.2万吨，增长7%

■生猪出栏979.1万头，同比增长4.4%；
牛出栏15.3万头，增长4.3%；
羊出栏175.2万只，增长0.6%；
家禽出栏10788.9万只，增长2.6%

工业生产有序推进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
■支柱产业中，材料产业同比增长8.7%，汽摩产业增长5.3%，

消费品产业增长5.2%，装备产业下降0.4%，电子产业下
降3.9%

■新产品产量延续快速增长，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能
4311.60万平方米，智能手表同比增长54%，工业机器人增长
22.8%，服务机器人增长1.4倍

服务业经营稳步回升
■1—5月，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收2181.27亿元，同比
增长5.9%；

■实现营业利润133.79亿元，增长19.5%

消费市场活力持续恢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98.43亿元，同比增长6.2%，城镇
消费品零售额6287.74亿元，增长5.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1110.69亿元，增长10.6%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4%，其中基础设施和工业投资分别
增长9.7%、8.8%
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28.4%，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8.7%，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1%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4%，食品烟酒、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分别上涨1.7%、0.3%、
0.3%、1.4%、2.2%；居住、交通和通信、医疗保健价格分别下降
0.5%、1.5%、0.2%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20元，同比增长5.3%，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5588元，增长4.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0442元，增长6.9%

■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5%，比一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
总体稳定在调控目标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