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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开营仪式

这个时代人人都要学会写作

第二课

写作前的谁备

关于写作练习、写作障碍、写作灵感、

写作要术、写作气质、写作习惯的阐

叙

第三课

如何收集素材

第四课

从提笔就怕到什么都能写，

这才是你最需要的写作方法

第五课

一般散文的创作手法和艺术要素及

文人小品、雅舍小品工斋度解析

第六课

语不惊人死不休，

谈遣词造句

第七课

美文的三个层次，

以及如何写出具有斋度美感的文字

第八课

共读一本书，

美文提出者周作人的《雨天的书》

第九课

中国古典美学远与隔在文字中的审

美生成，

以朱自清《荷塘月色》为例

第十课

文字不与草木同朽——谈经典，以沈

从文《边城》为例，

学会从经典中借势、借力、借气

第十一课

创作谈——从占所欲不逾矩之文章

陌生化写法

第十二课

书画鉴赏，以天下第一行书和天下第

二行书

《兰亭序》《祭侄文稿》为例谈书法中

的美学，傅山以丑为美创作谈，李叔

同作品赏

第十三课

如何通过写作打造美文美图美字的

朋友圈

第十四课

自媒体平台调性特点及写作技巧

第十五课

如何写好人物稿

第十六课

如何写好故事文，让你的文章变得更

具有共情力

第十七课

通过写作及打造个人品牌，提高个人

IP 表现和影响力

第十八课

结营

听课地点 :微信群（可回听)
定价 :199 元

转发朋友圈（保留 12 小时以上)截屏

立刻领取 2.0 元现金红包

推荐报名成功立减 50 元

美学课堂
——希雅写作陪伴营开学

希雅简介：

【姓名】米希雅

【昵称】衣宽不悔 为伊憔悴

【坐标】北京

【标签】青年作家 书法美育工作者 摄影爱好者 业余主播

【个人经历】

主职工作，书法老师。

实现了时间和财务的相对自由，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业余写作，新书上下两册《不如风雅过生活》即将出版。小说签

约，明年上市。

我的目标，做一个灵魂挺拔，经济独立的宝藏女孩。

【兴趣爱好】书法、写作、摄影、播音、旅行。

【我能提供】书法、写作，成长的干货。

作者米希雅即将上市的新书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
好，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宏观政策效应持
续显现，在已经公布成绩单的30个省份
中，经济增速较一季度均有明显回升。
其中，有16个省份的经济增速为正增长，
比一季度增加了15个；有14个省份经济
增速仍然为同比下降，但降幅明显收窄。

近来，各省份2020年上半年经济运
行成绩单陆续出炉。截至7月24日，除
黑龙江以外，其余30个省份经济运行主
要数据均已发布。数据表明，随着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复工复产
有序推进，宏观政策效应持续显现，经济
增长实现由负转正，各地经济稳步复苏
态势明显。

各省份经济增速均明显回升

在已经公布成绩单的30个省份中，
经济增速较一季度均有明显回升。其
中，有16个省份的经济增速为正增长，比
一季度增加了15个；有14个省份经济增
速仍然为同比下降，但降幅明显收窄。
湖北省经济增速收窄幅度最大，由一季
度同比下降39.2%收窄至下降7.6%。

分地区来看，在东部省份中，江苏、
浙江、福建3个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速率先
实现由负转正。其中，江苏省投资、消
费、进出口三大需求对GDP拉动作用较
一季度均有明显改善，共同拉动经济增
速由一季度的下降5.0%转为增长0.9%，
在东部地区领跑。浙江和福建的经济增
速均为0.5%，分别比一季度明显回升5.1
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天津上半年
增速同比下降3.9%，但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 5.6 个百分点；北京增速同比下降

3.2%，降幅比一季度收窄3.4个百分点。
在中部省份中，湖南省除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业、文体
娱乐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仍在缓慢恢复
外，其他绝大多数行业增加值均实现正
增长。其中，农林牧渔业、工业、建筑业、
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其他服务业合计
拉动GDP增长2.7个百分点。在此带动
下，湖南经济增速处于领跑位置，上半年
同比增长1.3%，实现由负转正。江西和
安徽同比均实现由负转正，增速分别为
0.9%和0.7%。

在西部12个省份中，西藏上半年经
济增速为 5.1%，比一季度加快 4.1个百
分点。四川、重庆等9个省份的经济增速
由负转正。其中，重庆回升幅度最大，由
一季度下降6.5%转为增长0.8%。

在东北三省中，辽宁的经济增速为
同比下降 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3.8
个百分点；吉林同比下降0.4%，降幅比一
季度收窄6.2个百分点。

三大需求均有明显改善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各地
区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整体
经济稳步复苏。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
核算司司长赵同录表示，随着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现，二
季度三大需求对GDP拉动作用较一季
度均有明显改善，共同拉动经济实现了
正增长。

随着稳投资政策持续发力，投资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在河
北，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9%，比一
季度回升8.6个百分点，扭转了前5个月

的下降局面。在山西，今年以来投资增
速持续快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呈现逐月
加快态势。上半年，山西省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 8.3%，较一季度加快 5.8个百分
点。

居民生活有序恢复，再加上各地促
消费政策接连出台，消费市场稳步回
升。在江苏，上半年居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为12215元，同比下降6.2%，降幅较
一季度收窄4.1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16910.4亿元，同比下降9.4%，降
幅比一季度收窄8.7个百分点。在湖南，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456.5亿
元，同比下降 3.5%，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8.4个百分点。

随着稳外贸政策加快落地，措施效
果逐步显现。二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拉动GDP增长0.5个百分点，扭转了一季
度向下拉动的态势。

在福建，上半年全省海关进出口总
额6175.86亿元，同比下降3.2%，降幅比
1月份至 5月份收窄 3.5个百分点。其
中，出口3654.59亿元，下降10.1%，降幅
比1月份至5月份收窄2.7个百分点；进
口2521.27亿元，增长9.1%，增幅比1月
份至5月份提高5.4个百分点。

新动能支撑作用强劲

今年上半年，尽管不少领域受到了
疫情冲击，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好，新
动能持续逆势增长，为我国经济复苏提
供了强大动力。

疫情期间，北京市的数字经济、互联
网相关产业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前5个
月，信息服务业在部分互联网企业加大

电商零售、视频直播、人工智能算法等方
面研发支出带动下，研究开发费用增长
17.9%，增速提高6.1个百分点。

在天津，通过实施“高企倍增”和“创
新型载体培育”专项行动，上半年评价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5107家、雏鹰企
业565家、瞪羚企业364家，累计科技型
上市企业39家。

上海市则出台实施了在线新经济发
展“23条”政策，助推相关产业发展。1月
份至5月份，上海市规模以上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9.6%，增速比一季度提高 4.9个
百分点。

海南省上半年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良
好，新动能持续逆势增长，为全省经济复
苏提供强大动力。初步核算，上半年信
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0.4%
和17.5%，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金
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由负转正，提
高2.1个百分点。三大行业合计拉动上
半年GDP增长1.5个百分点，拉动力较一
季度提高0.3个百分点。

在中部地区，江西省上半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比一季
度提高4.5个百分点。

位于西部地区的贵州，全省高技术
制造业在年初严重受挫的情况下逐渐复
苏。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医
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持续
加速，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4.1%、
23.1%，比一季度提高6.2个百分点、21.4
个百分点；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由负转正，
增加值同比增长3%。 （经 日）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28日发布的《中
国经济简报：砥砺前行：应对新冠疫情影
响，推进中国改革议程》中说，新冠肺炎
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影响，疫情后
的经济复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推动经济
再平衡、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和绿色增
长的机会。

报告说，受疫情影响，预计今年全球
经济将大幅萎缩，90%以上的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人均收入下降。
尽管各大经济体出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政策，全球仍面临明确的下行风险。根
据基线预测，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将放缓
至1.6%，2021年回升至7.9%。

报告说，即使经济活动反弹，疫情冲
击也很可能对经济产生持久影响。在下
行风险方面，尽管中国为防控做出巨大
努力，但疫情仍可能反弹，扰乱经济活动
并削弱商业信心和消费者信心。从外部
来看，如果出现比预想中更严重和持久
的全球衰退以及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

双边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也会导致经
济复苏脱轨。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面临很高的风
险，但前瞻性的复苏策略并且辅以良好
的政策可以部分缓解风险。疫情后的经
济复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推动经济再平
衡、实现更加包容、可持续和绿色增长的

机会。其中，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需要
保持灵活；财政政策应在支持经济复苏
方面扮演主要角色；结构性政策应以促
进疫情后的资源重新配置和经济调整为
重点。

报告还说，自二月下旬以来，中国疫
情的新增感染病例数已经明显下降，经
济与社会生活方面的限制也逐步放松。
有效控制任何新出现的疫情仍将是确保
安全复苏的短期重点。长期来看，可以
通过采用多部门合作的方法，来发现和
减少公共卫生风险、积极开展病例监测
和实时报告、增强应对能力和加强国际
合作。 （中 新）

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副主任
贾维周在民政部例行发布会上指出，今
年二季度，民政部统筹抓好民政领域疫
情防控和各项民政工作发展，脱贫攻坚
兜底保障方面，全面实施社会救助兜底
脱贫行动，扎实推进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
贾维周介绍，深入开展农村低保专

项治理方面，及时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
标准与物价水平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扩
大补贴发放范围，3月至6月将价格临时

补贴按现行标准提高 1倍，并首次将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纳入补贴范
围。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在中
央财政已经安排 1489亿元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基础上，新增安排 71.5亿元
价格补贴资金。会同财政部出台《关于
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的通知》。截至6月底，全国新增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 339.6万人，为困难群众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146.2亿元。

（中 财）

多地陆续发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成绩单——

各地经济稳步复苏态势明显
世行报告称中国经济增速将于2021年回升至7.9%

民政部：截至6月底为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146.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