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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月 16日召
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发展
的国内国际环境继续发生深刻
复杂变化，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有利于形成优势
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
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是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突出重庆、成
都两个中心城市的协同带动，
注重体现区域优势和特色，使
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科技创新
中心 、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
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
新的动力源。
　　会议要求，成渝地区牢固
树立一盘棋思想和一体化发
展理念，健全合作机制，打造
区域协作的高水平样板。唱好
“双城记”，联手打造内陆改革
开放高地，共同建设高标准市

场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建设
好西部陆海新通道，积极参与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坚持不
懈抓好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
子，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处理好中心和区域的关系，着力
提升重庆主城和成都的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推动城市发
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以点带面、均衡发展，同周边
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都市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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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

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评论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经济特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都要聚焦到这个目标上来。”习近平总书记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重要
讲话中，强调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为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发展指明
方向和路径。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是过去 40
年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
经济特区必须肩负的职责使命。40 年来，深
圳等经济特区开创性地推出了一大批聚人

心、暖民心、强信心的改革举措，人民生活水
平大幅提高，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高质量全
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
入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把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经济特区重任在肩、大有可为。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聚焦
突出问题，善于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为群众
排忧解难。从就业、教育、医疗、社保，到住房、
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对于人民群众普
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要高度
重视，多出新招实招，切实把问题一个一个解
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生活过得
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要问需于
民、问计于民，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把
人民满意不满意 、高兴不高兴 、答应不答
应、赞成不赞成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根本
标准，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

　　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
地 、实验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经济特区要在提高发展平衡性上形成
示范。要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
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着力补短板、强
弱项，建成全覆盖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
让经济特区成为共享发展的标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 、

两手都要硬”，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
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精
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交出物质文明建设和
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优”答卷。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改革开
放 40 多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不源自亿万
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新时代特区的建设发
展，必须进一步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不
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创新创造活力。继续
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
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
牛”，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劲头，有梦想、
有创造、有奋斗，经济特区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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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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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今年是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我特地
来汕头经济特区考察调研，就是要向国内外
宣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
走改革开放道路，奋发有为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锲而不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广东考察时发表的
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大胆创新、
统筹谋划、担当作为，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驱动 走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

　　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间实验
室内，几位年轻的研发工程师正聚集在电脑
前，研讨如何提升纳米粉体材料的制作工艺。
多年来，公司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持续专注
于陶瓷行业新材料、新技术的开发利用。

　　“总书记这次来到我们公司调研，强调自
主创新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高
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我们指明了发展方
向。”三环集团研究院研发工程师冯晓鹏说，
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导向，我们研发团队一
定要在自主研发上加倍努力，攻坚前沿技术，
力争实现更多突破。
　　早在 1860年就开埠设关的汕头曾有“百
载商埠楼船万国”的美誉。历经 40 年奋进发
展，如今的汕头已成为一座现代化滨海城市。
在经济特区成立 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让汕头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振奋。
　　“我们不能躺在前人功劳簿上小富即安，
而要坚持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不断
追求新发展和新业绩。”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
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陈斌说，要通过改革
创新让更有前瞻性的产业规划来引领空间规
划，让更高质量的空间规划来承载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落地。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更高水平

的改革开放的论述，在出席浙江舟山举行的
2 0 2 0 国际油气贸易与海事服务高峰论
坛——— 世界油商大会专题会议的与会代表中
引发热议。
　　“我们要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选准
定位，聚焦油气等大宗商品产业领域改革创
新，提升大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浙江自贸
区政策法规局副局长胡朝麟表示，自贸区要
把推进以油气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
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作为建设重点，为保障
国内能源供给、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做好支撑。

延续文脉 使历史与当代相得益彰

　　潮州古城一条僻静街道内，国家级非遗
项目潮州木雕省级传承人金子松正在工作室
中带徒授艺。在他们经年累月的精心雕琢下，
一块块木材化身为活灵活现的花鸟虾蟹镂空
雕塑。
　　“总书记要求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和传承，这是对我们做好非遗传承工作的巨
大鞭策。”已在木雕行业深耕 47 年的金子松
表示，一定要尽己所能将木雕技艺传授给有
资质、愿意学、能吃苦的年轻人，保护好这份
老祖宗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让非物质文
化遗产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一处又一处流
行起来。
　　夜幕降临，古城东门外的广济桥与韩江
两岸的灯火交相辉映，流光溢彩。这座始建于
南宋年间的古桥，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启闭
式桥梁”。
　　自称“守桥人”的潮州广济桥文物管理所
所长余小洁一直致力于古桥的文物保护和活
化。“广济桥是潮州文化的历史地标。保护这
座古桥，我们责无旁贷。”她说，潮州文物保护
工作者们十分珍视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一直以“修旧如旧”的方式尽可能保留古
桥历史原貌，并在保护古桥基础上做好推广
介绍工作，让历史悠久的广济桥“活起来”。
            （下转 3 版）

以更大魄力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明方向、催人奋进

新华社记者

　　 10 月 17 日是第 7 个国家扶贫日，也是
第 28 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只剩 2 个多月时间——— 到年底，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解决千百年来
存在的绝对贫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集中精力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近 1 亿人已脱贫。在决战决
胜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
亿万中国人民，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坚定推进
脱贫攻坚战，上演了一部人类减贫史诗。
　　决战决胜，步伐铿锵，这场波澜壮阔的伟
大战役已胜利在望！

  中国反贫困史的全新一页——— 绝

对贫困将成过去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瓦扎村，
曾是一个不通公路的“云上村庄”。村民祖辈
都没能翻越贫困的大山。
　　 2018年，通村公路开始建设。惊心动魄
的建设过程见证了人类翻越贫困大山的决
心：在超过 60 度的山坡上挖一铲、爬一步，走
“之”字形上到山顶，从山顶把路倒着修到山
脚，终于打通了这座“陆上孤岛”。
　　“当年是民主改革让‘娃子’（奴隶）们翻
了身，如今是党的精准扶贫给我们第二次解
放！”村委会主任吉巴呷呷的话道出了群众
心声。
　　一座座“云上村庄”修通公路融入全国交
通网，一户户贫困户走下“悬崖村”搬进新
居……一个个深度贫困堡垒被攻克。如今，

全国贫困县只剩 52 个，贫困人口去年底仅有
551 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 0.6% 。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挂帅的脱贫攻坚战场上，中国共产党人以“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强意志，让千万个瓦
扎村旧貌换新颜。
　　“苦甲天下”的宁夏西海固，一度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认为“不适宜人类生存”。如今，
这里发展起草畜、杂粮、蔬菜、旅游等产业，9
个贫困县中已有 8个摘帽。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云南昭通市，96.3%
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过去“路不通、
业不兴、民生艰”。如今，当地建成立体交通
新枢纽、36万群众搬出大山……
　　新疆阿尔泰山脚下，曾经的贫困户娜孜
古丽·伊代亚托拉今年年初在家门口成了“上
班族”，每月工资 2500元，“有了稳定收入，在
家说话底气都更足了。”
  来自西藏自治区扶贫办的数据显示，脱
贫攻坚以来西藏已累计实现 62.8 万贫困人
口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处处制约贫困地区
发展的短板逐渐补齐———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打通
了大动脉，畅通了微循环，贫困地区群众“出
门水泥路，抬脚上客车”的梦想变成现实；
　　截至 2019年底，全国农村集中供水率达
87%，自来水普及率达 82%；
　　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贫困人口基本
实现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重保
障全覆盖，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大幅减少；
　　 10.8 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
件得到改善；
            (下转 4 版)

决战决胜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写在第 7 个国家扶贫日之际

  拼版照片：上图为 1954 年，在云
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创办的第一
所小学——— 西盟小学，老师带领孩子读
书学习（资料照片）；下图为 2018 年 12
月 7 日，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
勐梭镇班母村佤山育忠幼儿园的孩子跟
着老师岩科上音乐课。1986 年出生的岩
科是班母村佤族寨人。他说，我的阿妈小
时候没有进过一天学堂，现在，佤山的孩
子们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新华
社记者杨宗友摄）。    新华社发

我的“十三五”

  目前，位于上海青浦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南
广场鲜花装饰工程正在进行中，迎接即将开幕的第
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华社记者方喆摄

鲜花装饰迎进博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
区董家窑街办杏苑社区
居民李建龙，多年来被

小区居住环境问题所困扰。2019 年，东湖区创新实施的“微改
造”项目圆了他的宜居梦。

　　李建龙今年 69 岁，他居住的小区位于东湖区永外正街，
邻近繁华的城市主干道南京西路。小区只有上世纪 80 年代建
成的 4 栋小楼，共居住 171 户居民。其房体外墙和院子环境虽
然老旧，但不像棚户区那样破损不堪，因此无法纳入棚户区改
造范围；由于是单位宿舍小区，也无法纳入“城中村”改造范
围；城区连片大规模改造项目也与小区“擦肩而过”。眼看着附
近的小区一个个被扮靓，李建龙和邻居们心里充满失落感。

　　在东湖区城区，类似的小区还有不少，多年来，这部分居
民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改造的“红利”。

　　针对这一情况，东湖区从 2019 年起创新改造模式，在南昌
市率先尝试实施“微改造”项目，从地方财政中“挤”出改造资金，
每个街办每年投入 200 万元左右，选择一个“微改造”示范点，以
完善基本生活设施为改造重点，精准施策改善社区居民的居住
环境。李建龙所在小区被确定为董家窑街道的“微改造”点，一并
纳入这一项目的还有附近其他 9 个类似小区，惠及 956 户居民。

　　董家窑街办党工委书记刘志坚介绍，改造资金由区财政全
部承担，项目设计、招标、施工由街办全程主导，并广泛听取社
区居民的意见，发动居民积极参与。比如，李建龙所在的小区院
子原先设计了一个荷花池作为装饰，有居民担心夏天池内积水
蚊子多，街办便及时更改了设计图，建成了草坪和小凉亭。

　　改造工程从 2019 年 6 月份启动，仅用 3 个月便完工，一
个洁净温馨的小区呈现在李建龙眼前：原先坑坑洼洼的院子
铺上了新的水泥地面，下水道淤泥清掏一空，低矮的破砖墙消
失了，斑驳的围墙变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化墙，小区还多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叫“永外荷苑”……
　　眼看自己的小区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了沿街风景线，李
建龙心中是大大的“获得感”。

　　 2020 年，东湖区“微改造”的成功经验在南昌市各县区都
推广开来，一批示范小区陆续建成。据了解，结合国家老旧小
区改造工作，2020 年南昌市将对 200 多个老旧小区进行改
造，将惠及逾 32 万市民。     （记者陈春园）
            新华社南昌 10 月 16 日电

李建龙圆宜居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