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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日电 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召开之际，一些外国
政要、政党和组织近日
继续致电或致函表示热
烈祝贺。

圭亚那人民进步党
总书记、总统拉莫托在
贺函中说，得益于中国
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
国人民的 经 济 与 生 活
条 件 不 断 改 善 。面对
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保
持了经济社会的强劲发
展，成为世界的希望。
我们坚信，中共十八大
必将为促进中国的发展
进步提供进一步指导。
圭亚那人民进步党愿进
一步加强两党兄弟般的
关系。

匈 牙 利 国 会 副 主
席、“世界之桥”基金
会创始人乌伊海伊在贺
电中说，中共十八大的
召 开 对 中 国 共 产 党 极
其 重 要 ， 相 信 新 一 届
中央领导集体将进一步
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
和发展。

日本前首相、众议
院议员、日中国际交流
协会名誉会长羽田孜，
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
国 际 交 流 协 会 会 长 海
江 田 万 里 在 贺 函 中
说，衷心希望大会顺利
圆满，中国能实施新的
经济和社会改革，保持
稳定增长。

日 本 参 议 院 前 议
长、参议院议员、日中
友好会馆会长江田五月
在贺函中说，此次大会
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
际上也受到广泛关注。
中共十八大将产生的新
中央领导集体以及确定
的纲领，我们日本国民
也非常关心。

黑山社会主义者民
主党主席久卡诺维奇在
贺函中说，中共十八大既是一次总结过去成就的
大会，也是为未来中国社会全面发展绘制蓝图的
大会。作为中共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共十
八大必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更
为广阔的道路。我们为拥有中共这样的朋友感到
无比自豪。

刚果劳动党总书记皮埃尔·恩戈洛高度评价
和赞赏中共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共同福祉所付出的
不懈努力，并为中共准确把握新时代战略重心感
到鼓舞。贺函说，中国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举
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令
全世界瞩目。我党有理由相信，十八大将引领中
国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治局书记处在贺函中
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从事的事业表示赞赏。中
国共产党把中国建设成为令世人尊敬的国家。在
这个重要的时刻，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重申，我
们愿进一步加强两党间业已存在的友好合作关系。

巴西社会党第一副主席阿马劳在贺函中说，
中共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带领
中国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我们为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欢欣鼓
舞，并时刻关注着中国正在进行的各项变革，预
祝十八大成功。

老挝和平与团结委员会在贺函中表示，老挝
怀着极大的热情密切关注着中共十八大，并坚信
大会通过的决议将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
变，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

日本和平委员会向中共十八大致以诚挚的祝
贺。贺函说，我们与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
会为了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加强彼此之间
的团结与合作，真心希望这一关系将继续深入发
展。日本和平委员会一贯要求日本政府反省其侵
略历史，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捍卫日本宪法的和平
条款。

发来贺电或贺函的还有：塞浦路斯社会民主
运动主席、议长奥米鲁；伊拉克伊斯兰达瓦党政
治局；埃及自由与正义党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欧
麦尔·杜拉克；欧洲左翼党主席洛朗、副主席莫
拉；欧洲议会左翼联盟党团主席齐默尔；希腊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塞浦路斯民主大会党主席阿纳
斯塔夏季斯；葡萄牙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罗萨；葡
萄牙社会党主席罗塞拉；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新共
产党总书记米约维奇；波黑克族民主共同体
1990；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总书记布尔基奇；
法国人民运动联盟副总书记诺维利；捷克社会民
主党第一副主席哈谢克、捷中友好合作协会主席
科胡特；德国左翼党国际部部长施罗德；德国社
会民主党联邦副干事长、国际部部长波斯特；西
班牙驻华大使布雷戈拉特；瓦努阿图自由民主党
主席吉米；留尼汪共产党总书记埃利·瓦罗；塞
拉利昂人民党主席约翰·本杰明；中非劳动党总
书记恩盖库蒙；马里联盟-非洲民主联盟主席、
民族语言推广和公民教育部长博卡尔·穆萨·迪亚
拉；科摩罗总统特别顾问伊萨；哥斯达黎加基督
教社会团结党；哥斯达黎加广泛阵线司库乌略
亚；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门多萨；秘鲁

“2011 力量”党主席藤森庆子；秘鲁人民行动党
领导人加西亚；委内瑞拉共产党总书记菲格拉、
国际书记威梅尔；阿根廷共和国方案党主席斯基
亚沃尼；巴哈马自由民族运动党领袖明尼斯。

外国政要

、政党和组织祝贺中共十八大召开

杨志明说，最近 10 年是我国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受益最多
的一个时期。

有记者问：“当前经济增速趋缓是否会
对就业产生影响？”杨志明回答说，今年 1 月
至 9 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1024 万人，9 月
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城镇新增就业
增幅从 4 月份以来有所下降，岗位需求有所
减少，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有所增加。从监测
情况看，近期没有出现企业普遍性有规模裁
员和农民工大规模集中返乡现象，但经济增
速趋缓对就业的影响开始显现。从长期来

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将长期
存在。下一步，相关部门将采取更加有力的
措施，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第一，坚持
就业优先战略，包括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同时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新的
就业机会；第二，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包括
引导更多大学毕业生到人才急需的中西部
地区、中小企业就业创业；第三，大力扶持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第四，大
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将上亿农民
工由普通工培养为技工。

“如何使农民工更好地享有基本社会公

共服务？”在回答记者的这一提问时，杨志明
说，农民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新生代农民工对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新
的诉求，除了户籍问题还有住宿问题及技能
提升问题，党和政府正从制度层面努力加以
解决。维护农民工权益主要是努力做到“十
有”：进城有工作、劳动有合同、上岗有培训、干
活有报酬、参保有办法、住宿有改善、维权有渠
道、生活有文化、子女有教育、发展有目标。通
过提升、创新、发展，实现大部分农民工由普工
转变为技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就地
落户，部分转为新市民。

十八大新闻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民生工作情况
本报北京 11 月 12 日讯 记者王晋报道：党的十八大新闻中心今天下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第四场记者招待会。招待会邀请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姜伟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朱之鑫，环境保护部部长、党组书记周生贤，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杨志明 4位十八大代表介绍民生领域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房 地 产 调 控 政 策 不 会 放 松
明年保障房开工 600万套左右

姜伟新说，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我国大规模推进保
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解决困难群众基本住房
问题；不断完善房地产市场，满足群众多层
次住房需求；同时，加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
工作力度，改善农村困难群众住房条件，城
乡住房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他表示，今后，我国将坚持政府调控和市
场调节相结合，加快完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大农村
危房改造力度，努力实现城乡居民住有所居。

在回答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进展的问
题时，姜伟新说，“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保
障性住房建设目标是 3600 万套，2011 年已
经开工 1000 万套，今年开工了 700 多万套，
明年计划开工数量不会低于 500 万套，可能
在 600万套左右。

随着大批保障性住房的陆续建成，配
套设施建设、管理分配等都是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姜伟新说，今后国家将继续加
强保障房建设资金管理，并将和各地一起
努力，尽可能把保障性住房分配和管理工
作做得更好。

在回答记者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问题
时，姜伟新表示，“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现在
还没想放松”。

朱之鑫说，2009年 4月新一轮医改启动
以来，取得了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特别是我
们在较短时间内建成了世界上覆盖人口最
多的医疗保障网，使 13 亿多人口病有所医
问题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同时，建立了一
个崭新的基层服务平台，让人民群众得到了
很大的实惠。

朱之鑫表示，为进一步深化医改，今年
初 国 务 院 发 布 了“ 十 二 五 ”医 改 规 划 ，对
2012 年至 2015 年的工作任务作了部署。
相信再经过 4 年的努力，我国一定会朝着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再迈
进一步。

对于有记者提出的“一些群众反映对新
医改成效感受不明显”的问题，朱之鑫说，其
主要原因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大医院
看病还比较难、比较贵，二是医保保障水平
还比较低，和群众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下
一步医改工作将着力解决健全全民医保体
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
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3 个问题。特别
是公立医院改革，要以县级医院为重点，提

升服务能力和实施管理运行综合改革，力争
使 90%的群众看病问题能够在县域内得到
解决；城市大医院改革将破除以药补医这个
关键矛盾，并全面推行便民惠民措施，降低
群众费用负担。

谈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朱之鑫说，目
前，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制订工作，
在中央统一部署下正在积极推进。总的思路
是，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实际出发，在发展
中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调整中促进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

力争 90%群众在家门口看上病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正积极推进

周生贤表示，当前我国环境形势可以概
括为：局部有所改善、总体尚未遏制、压力继
续加大、形势依然严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
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
国，这是我们党新时期执政理念的提升。

周生贤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系统
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核心在于正确处理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离开经济发
展讲环保那是缘木求鱼，离开环保谈发展经
济那是竭泽而渔。”周生贤说。

周生贤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要把握 3 个问题，一是从战
略层面，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搞好顶
层设计；二是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
程来进行谋划；三是从环境角度，制定环境
经济政策和环境质量标准。

在回答环保新道路有关问题时，周生
贤说，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是通往美丽中
国的一个路标，其指导思想是坚持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把环境容量和资源

承载力作为发展的基本前提，充分发挥环
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综合作用，加快构
建节约环保的国民经济体系。环保新道路
的目标指向是建立六大体系：一是与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二
是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三是健全的
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四是完善的环境保护
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五是完备的环
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六是全民参与的
社会行动体系。

美丽中国：不竭泽而渔也不缘木求鱼
6大体系探索环保新道路

就业长期有压力 应对举措更给力
维护农民工权益做到“十有”

“近 10 年，堪称中国银行业的‘黄金 10
年’！”交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代表
回忆起当年不胜感慨。他列举了一组数字：中
国银行业资产总额从 2002 年的 27 万亿元增
加到今年三季度超过126万亿元；2002年国有
银行改革之前，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远低
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现在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达到13%，资本质量处于国际良好水平。

参加党的十八大的金融系统代表认为，
10 年间，中国银行业演绎了一段“化茧成蝶”
的传奇。

2001 年底，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
候，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巨额坏账损失、盈利能
力差等问题。几乎所有人都在担心：入世 5
年的过渡期结束后，中国银行业将全面开放，
这些国有银行如何“与狼共舞”呢？

5年过去、10年过去了，所有的质疑、担心
都随着中国银行业交上的成绩单烟消云散。
英国《银行家》杂志今年 7 月发布的年度排行
榜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占到全球
银行业利润的 3 成。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
中，前10位中有4家来自中国的银行。

连日来，在讨论金融体制改革时，来自金

融系统的党的十八大代表们常常会提及这一
段往事：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按
现代金融企业的样子，一步步地把国有独资
商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以国有大
型银行的改制为突破口，中小商业银行股权
更加多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结构不断优化，
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实现了跨区域发展。

中央汇金公司作为国有金融资产出资人
代表，为银行的改革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投公司兼中央汇金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代表
说，汇金公司在国有金融机构改革进程中的
作用，不仅仅是资金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以规
范公司治理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国有金融机
构体制机制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是改革成就了中国银行业的辉煌！”中
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代表用“改革”这个关键
词串联起银行业的变化：股份制改革，显著增
强了银行业资本实力；经营机制改革，促进了
银行业管理全面升级；信贷管理改革，促进融
资功能大幅提升；风险控制改革，提高了资产
质量⋯⋯

改革使银行业强身健体，也调整巩固了
国民经济的金融命脉。多位银行业代表认
为，如果不是赶在国际金融危机到来前基本
完成了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银行业能
否安然度过国际金融危机还很难说。

自身实力强了，不仅敢于“放进来”，也有
能力“走出去”。“什么样的银行能够称为跨国

银行？没有清晰的标准。一般都是从一家国
内银行逐步发展成国际性银行，再慢慢成为
全球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正在这条道路上
前进。”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建
清代表说。

自身实力强了，才能更好地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大统筹
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作为承
担服务‘三农’特殊使命的银行，深感责任重
大。”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蒋超良
代表说。

自身实力强了，才能为普通居民提供更多
更好的金融服务。银行业法人机构目前已经
增加到20余类3800多家，境内20多万个营业
网点，实现了全国乡镇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

站在新的起点上，银行业改革发展的任
务依然繁重。利率市场化的稳步推进、民间
资本的加速进入、新资本监管标准的实施、金
融脱媒趋势的形成，都为商业银行带来了新
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代
表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金融改革的内
容指出了下一步金融改革最为重要的领域，
将成为金融业行动的纲领。

十年“化茧成蝶” 期待“出海成龙”
——金融系统十八大代表热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齐 平

10年间，中国银行业演绎了一段“化茧成蝶”的传奇。

以国有大型银行的改制为突破口，中小商业银行股权更加

多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结构不断优化，一批城市商业银行实现

了跨区域发展。改革使银行业强身健体，也调整巩固了国民经济

的金融命脉

今后，我国将坚持政府调

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加快完

善符合国情的住房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

国家将继续加强保障房建

设资金管理，并将和各地一起

努力，尽可能把保障性住房分

配和管理工作做得更好

建设美丽中国是一个系

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其核

心在于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

离开经济发展讲环保那

是缘木求鱼，离开环保谈发展

经济那是竭泽而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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