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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5.4％，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

列前茅。在美国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国

际经贸格局之际，中国经济不仅延续了

稳中向好、稳中回升的态势，更在复杂

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和

潜力。伴随着开放的铿锵足音，中国经

济的良好开局，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

定性。

春之中国，生机勃勃。5.4％不仅

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信心的传递。路透

社报道说，受强劲的消费和工业产出支

撑，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超出预期。得

益于多元化市场的构建，中国一季度出

口同比增长 6.9％，对 17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口实现增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出口同比增长 7.2％。中国与多国深

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不仅赋能了对方

发展，也增强了自身韧性。一季度高技

术制造业实现较快增长，新能源汽车、

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达

到两位数增幅，彰显出中国的创新动力

增强，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

美国政府滥施关税对世界经济和

全球贸易的影响逐步显现，但中国经济

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的向好

大势不改。2024 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

130 万亿元，构筑起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稳固底盘；14 亿多人口、4 亿多中等

收入群体构成需求结构不断升级的消

费大市场，新场景新品类不断涌现；依

托于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

系，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无可替代；

在应对挑战综合施策上，中国有丰富的

经验和政策工具箱，一系列存量政策和

增量政策相互配合，政策效应持续显

现。经济有基础，内需有支撑，应对有

经验，政策有保障……这些都是中国经

济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中国经济基本盘的稳健，不仅是自

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全球

经济抵御风浪的“稳定器”。面对美国

挑起关税战，中国坚决实施必要的反制

措施，既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也为

了 捍 卫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和 国 际 经 贸 秩

序。尽管外部环境变乱交织，中国仍坚

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分

享互利共赢机遇。关税风暴来袭，世界

都在屏息观望，太平洋两岸的全球两大

经济体，一个不断制造分裂的鸿沟，一

个积极架起合作的桥梁。西班牙《起义

报》刊文指出，与美国保护主义不同，中

国通过扩大经济开放，寻求加强多边主

义，营造合作互利的国际贸易环境。未

来在哪里，答案显而易见：时与势在中

国这一边。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与世界经济

相融相通。从黄浦江畔到南海之滨，一

场场大型展会和论坛接踵而至。“全方

位扩大国内需求”“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世界听到中国鲜明的政策宣

示。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博鳌亚洲论

坛到中关村论坛，众多跨国公司负责人

分享与中国携手创新的愿景，向世界传

递出积极的合作信号。正在海南省海

口市举办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吸引了 71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4100

个品牌集中亮相，强大的资源汇聚能力

不仅为全球企业搭建起拓展中国市场

的通道，更通过促进供需精准对接，持

续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在商客如织的广交会现场，中国企

业争相展示新品，外商采购热情空前。

0.5 毫米级“外科圣手”、24 小时不眠的

“钢铁工人”、拉花技术一流的“咖啡

师”……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的服务机

器人专区，让世界看到技术含量更高的

“中国制造”。中国制造的优势不是“低

成本”，而更多在于技能密度、供应链成

熟度及产业协同效率。宝马集团董事

会成员米兰·内德利科维奇指出，来自

中国工厂的创新不仅推动本地发展，也

通过全球网络提升宝马的整体技术水

平和生产效率。《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

马斯·弗里德曼近期撰文指出，中国制

造业今天这样强大，不仅是因为能更便

宜地生产，也因为能更快、更好、更智能

地生产。

与中国同行就是与机遇同行。中

国经济这片大海经受得起狂风骤雨的

洗礼，抵御得住贸易寒流的侵袭，终将

让世人见证“海纳百川”的从容与坚定。

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新华社记者 樊宇

随着春耕生产深入

扎实开展，各地对农资的

需求量比较大。一些不

法分子也利用这个时期

制假售假，进行坑农害农

的违法犯罪活动，而且渠

道隐蔽、花样繁多。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

基础，是粮食的“粮食”。

做好农资打假工作，是维

护农民权益、保障农业生

产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

的重要举措。2024 年我

国粮食产量首次迈上 1.4

万亿斤的新台阶，但目前

我国粮食总体上仍然处

于供求紧平衡状态，粮食

安全这根弦要始终绷紧。

粮食产量不能滑坡，

保障农资安全供应尤为

重要。一旦农资质量“掉链子”，粮食

生产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此外，食用

农产品关乎一日三餐，关乎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种子、农药、肥料等直接用

于农产品生产的农资，任何质量上的不

合格，都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必须以

更严的标准、更高的要求进行监管。

迅 速 开 展 全 覆 盖 的 排 查 整 治 工

作。应紧盯城乡接合部、农资经营集

散地等关键区域，紧盯以往发现问题

多、群众投诉举报多的生产经营企业，

重点检查其生产经营资质，查看其是

否建立进货查验相关制度，以及产品

购销记录是否完整等情况。

同时，加大农资宣传培训力度。各

地应及时推送假劣农资危害及相关违

法典型案例，提醒农民群众从正规渠道

购买农资并索要发票，避免上当受骗。

还须保持高压态势，依法办案。

聚焦重点品种，扎实开展执法行动，严

厉打击制售假劣农资的违法犯罪行

为。利用群众反映、媒体监督、大数据

分析等渠道，一旦发现违法线索，从严

从快处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4月11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500亿件，比

2024 年提前18 天，展现了我国快递业的发

展韧性，体现出我国消费市场持续扩大、经

济结构不断优化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一

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消费市场总体呈

现平稳增长态势，消费环境不断优化，消费场

景不断丰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带动了快递

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增。邮政快递业不断延

伸服务网络、创新服务产品和提升服务品质，

进一步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接下来，应进

一步夯实行业根基，从加强政策支持与能力建

设、推动产业融合与技术创新、优化服务网络与

提升服务质量、促进绿色发展等多方面协同发

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时锋）
来源：经济日报

小包裹尽显大市场澎湃活力

王 鹏作（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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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

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

不以千里称也。”韩愈《马说》之论，至

今常读常新，其选才用才之道很具现

实意义。

在古代皇权社会，人才选拔和用

人机制不健全，致使很多有用之才被

埋没，还有一些在不匹配的岗位上发

挥不出自己的才干，所以韩愈才发出

“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的时代

呼声。然而，千里马必须经过伯乐赏

识才能获得成才的机会，这实际上是

“人治”的结果。从这一结果来看，姑

且不论“伯乐”对人才的主观判断是否

正确，这种将人才的命运寄托在个别

“伯乐”身上的做法，就结果而言，必定

会走向任人唯亲乃至人身依附的歪

路。故而，为了避免这一结果，就需要

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不断完善精准引才、系统育

才、科学用才机制，以促进各行各业的

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选人用人如果仅凭“伯乐”一句

话，不仅不客观，而且不公平，一个人

能力怎么样，是好是差，是优是劣，要

到实际中去考察，要看其在承担急难

险重任务时，能不能出实际政绩，能不

能比其他人做得更好，只有在“万马奔

腾”的洪流中，真正的“千里马”才会脱

颖而出。具体来说，组织部门应树立

科学的人才观，建设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的人才队伍。同时，让更多干部有

加强业务学习和实践锻炼的机会，使

其多接几次急活难活、多担几份苦事

杂事，使其真正在思想上、政治上、业

务上、作风上成熟起来，与自身岗位更

加匹配。

选才的最终目的在于用才。组织

人事等相关部门在注重对干部政治品

质、道德品行、工作实绩、党建履职、勤

政廉政等方面的考察后，也应该注重

结果运用。坚持以考促用、以考促干、

以考促优，真正让考核出的优秀人才

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

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把考察结

果与干部任用、评优评先深度挂钩，让

有为者有位、有功者有偿，让其欲一展

所长而有力可使。另一方面，应让作

风朴实、工作务实、真抓实干的好干部

用在该用的地方，人尽其才、人尽其

用、人岗相适，在实践磨砺中摸爬滚

打，经风雨、见世面、长本事。

来源：青海日报

从《马说》说“相马”
李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