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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 近 平 同 冰 岛 总 统

就中冰建交 50 周年互

致 贺 电 　 李 克 强 同 冰

岛总理互致贺电

 习 近 平 致 电 祝 贺 朔

尔 茨 当 选 德 国 联 邦 总

理  李 克 强 向 朔 尔 茨

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
12 月 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1·南南人权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权是人类文
明进步的标志。呵护人的生命、价
值和尊严，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
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坚持人民
至上，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是时代赋予世界
各国的责任。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始
终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政党。中
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
益放在首位，以发展促进人权，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成功走出一条符
合时代潮流的人权发展道路，推
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了显著成
就，14 亿多中国人民在人权保
障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断增强。人权实践是多样的。
世界各国人民应该也能够自主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
道路。中国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
一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践
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促进国际
人权事业健康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2021·南南人权论坛当日在
北京开幕，主题为“人民至上与全
球人权治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和外交部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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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质量发展中赢得历史主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重塑新时代中国经济述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8 日电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行政处罚法是规范
政府行为的一部重要法律，各地区、各
部门要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加快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
治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新修订的行
政处罚法施行的重要意义，采取有效
措施，作出具体部署，扎实做好贯彻实
施工作。
　　一是加强学习、培训和宣传工作。
要开展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培训，于
2022 年 6 月前完成对现有行政执法

人员的教育培训，并持续做好新上岗
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要加大宣传
力度，将行政处罚法宣传纳入本地区、
本部门的“八五”普法规划，面向社会
广泛开展宣传，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二是依法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
要加强立法释法工作，起草法律、法
规、规章草案时，不得以其他行政管理
措施的名义变相设定，规避行政处罚
设定的要求。依法合理设定罚款数额，
坚持过罚相当，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
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依法先以部
门规章设定罚款的，设定的罚款数额
最高不得超过 10 万元，且不得超过
法律、行政法规对相似违法行为的罚

款数额，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
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设定的罚款数
额最高不得超过 20 万元；超过上述
限额的，要报国务院批准。要认真落实
行政处罚定期评估制度，结合立法计
划规划每 5 年分类、分批组织一次评
估；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
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
　　三是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的实
施。要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行政处罚职
能，坚持执法为民，不得违法实施行政
处罚，不得为了处罚而处罚，坚决杜绝
逐利执法，严禁下达罚没指标。要细化
管辖、立案、听证、执行等程序制度，逐
步提高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利用率，推

进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要
规范电子技术监控设备的设置和使
用。要坚持宽严相济，不得在未查明
违法事实的情况下，“一刀切”实施
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等行政处
罚。要健全法律责任衔接机制，细化
责令退赔违法所得制度。
　　四是持续改革行政处罚体制机
制。要纵深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积极稳妥赋权乡镇街道实施
行政处罚，科学合理下放行政处罚
权，成熟一批、下放一批，确保放得
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要规范
委托行政处罚，严格依法采用书面
委托形式。要提升行政执法合力，逐

步完善联合执法机制，复制推广“综合
查一次”经验，健全行政处罚协助制
度，积极探索跨区域执法一体化合作
的制度机制。
　　五是加强对实施行政处罚的监
督。要强化行政执法监督，加快建设省
市县乡四级全覆盖的行政执法协调监
督工作体系，创新监督方式，强化全方
位、全流程监督，提升行政执法质量。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
彻实施好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的重要抓手，切实加强和改进相关行政
立法，规范行政执法，强化行政执法监
督，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国务院印发《通知》，进一步贯彻实施行政处罚法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从“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
路”，到“要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
质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指引方向。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经济思
想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统筹效率与
公平，聚焦一个“共”字，是共同富裕的
经济学，引领全党全国人民深刻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
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脚步更加笃

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足
音愈加铿锵。

共富之道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

特征”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六
层红色大厅。
　　 2021 年 6 月 18 日，参观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员领导同志
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
　　铮铮誓言，穿越百年烟云。从嘉兴
南湖红船到巍巍中华巨轮，从上海石
库门到北京天安门，让人民过上更好

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
追寻。
　　“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党的十八大闭幕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如是宣示。
　　红船启航地，续写新时代的共同
富裕故事。
　　一边是苍翠山坡下清澈的溪水，
一边是一字排开的美丽民宿，浙江富
春江畔的芦茨村里，游客络绎不绝。曾
经以“卖炭为生”的穷乡村，如今成了

“网红村”。
　　芦茨村的变迁，是浙江率先在全
国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之路
的缩影。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
　　从管仲的“凡治国之道，必先富

民”，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
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到《礼记·礼
运》描绘的大同社会，共同富裕的思想
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未来社会
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说：
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
的强，大家都有份。
　　改革开放后，在总结正反两方面
经验基础上，我们党深刻认识到贫穷
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
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
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把促进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
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
问题”……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题中之义，社会主义是大家都能过
上好日子，资本主义是有资本才有
出路。
　　对于如何带领一个 14 亿多人口
大国迈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
深邃思考中引领中国坚定前行———
　　共，是脱贫攻坚战中“决不能落
下一个贫困地区、一个贫困群众”的
坚定决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铿锵
承诺；      （下转 3 版）

从“共”字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生动实践述评之五

新华社记者

　　 2012－2021，当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走过 9 年征程，中国经济站
在了怎样的历史新起点？
　　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
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
大国，2020 年成为第一大外资流入
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
绝对贫困问题，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
　　星河灿烂望北斗，勇立潮头逐
浪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新发展阶
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
新轨道阔步向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领航定向，中国经济迈上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
展之路
　　 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
　　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总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举
世瞩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
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国家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

台阶，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
发展之路。”
　　决议对新时代经济建设的历史性
成就、历史性变革如是概括。
　　让世界为之瞩目的发展成就，有
着更多生动注脚：2020 年，全球疫情
冲击下，中国成为全球率先实现经济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球创新指数
(GII)报告中，中国从 2013 年的第 35
位跃升至 2021 年的第 12 位。
　　历史长河静水深流，只有经过时

间的沉淀，才能展现壮阔的新航程。
　　时针拨回 2012 年，中国经济增
速新世纪以来首次滑落至 8% 以下，
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隐忧
显现：
　　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片面追求速
度规模、发展方式粗放等问题，加上国
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影
响，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积累，
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
分突出，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问题是时代的号角。

　　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
样实现发展？对于发展这一永恒主
题，新时代中国领航人在深邃思考
和深刻实践中，探索破题之道。
　　 2012 年 12 月，党的十八大后
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
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
好经济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潮头掌舵，不断加强党对经济

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回眸 9
年历程，这一主线愈加鲜明———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
定期调研，研究分析经济形势，决策
重大经济事项；中央财经委员会（领
导小组）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领导小组）及时研究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改革；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党的十九大、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和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对经济发展作出部署……党领导经
济工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护航中
国经济迎难而上、稳健前行。
　　“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善于
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
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
到经济工作各方面。”2020 年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强调。
　　沧海横流显砥柱。重大历史关
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
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面对 2018 年以来美国政府单方
面挑起并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
全局、运筹帷幄，亿万人民团结一心、
沉着应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重塑中美经贸关系，中国经济这
片大海愈加辽阔深邃。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习近平总书记沉着应对、科学决
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引领中国在全世界“率先控制疫情”

“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增长
由负转正”，充分发挥了定海神针和
领导核心作用。
　　“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
2020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
结的严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的五
点规律性认识中，这一重要论断居首
位，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深刻共识。
         （下转 2 版）

  12 月 7 日在河北省新河县拍摄的一家桩机生产企业的产品。近年来，河北省新河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
遇，加快推进桩工机械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