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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一个鲜明的中
国 符 号 ， 凝 聚 着 浓 浓 的 亲
情；春节，也是一面观照中
国的镜子，折射出中华民族
的时代变迁。

马 年 春 节 ， 甲 午 开 局 。
恰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引
领中国站在全面深化改革新
的历史起点上，全国各族人
民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节
俭平安的春节——

风气正，民心安。各地
劲吹勤俭清风，请客送礼少
了，消费更加理性。

年味浓，百姓乐。春节
越发注重亲情，传统文化不
断焕发新魅力。

一年之计在于春。当我
们抖擞精神开始新一年的征
程，我们期待马年春节留下
的不光是年的回味，更盼望
新 气 象 、 新 变 化 如 春 风 化
雨，融入日常生活，形成良
好的社会风尚，释放出实现
中国梦的正能量。

欢乐祥和中国节——
亲情恒久远，传统文

化注入新内涵，中华文明
家国之梦绵远悠长

春节前夕，打开互联网上
的“百度迁徙地图”，一个个闪
亮的蓝点遍布全国，仿佛一颗
颗急切的游子之心。箭头在
地图上划过千山万水，指向那
熟悉而温暖的归途——家。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家
是每个中国人内心深处最柔

软的地方，马年春节前夕，在外打拼了一年的人们背
起行囊踏上返乡之路，汇聚成当代人类社会最大的迁
徙活动——春运。

今年春运再创新纪录的36亿人次迁徙，背后是对
家的团聚和向往。回家，回家。我国 13 亿人、约 4 亿
户家庭，中华民族最浓重的情愫、最深沉的家国情怀，
此时都化作全家欢聚相守的难忘一刻。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央视
春晚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拨动着国人的心弦。年味
儿归根到底是团圆的味道。一年一度和家人团聚，是
中国人永远魂牵梦萦的不舍情结。

大年三十，在重庆打工的湖南人王小亮并没有回
家，但异地的春节同样充满家的味道：香肠腊肉、泡菜、
辣椒油⋯⋯他和远道而来的父母做了一桌正宗湖南味
儿的年夜饭。“我们过来陪他，一家人聚在哪儿，哪儿就
是家。”王小亮的父亲说。

马年春节，“逆迁徙”成为新潮流。不少老人选择
到儿女的工作地过年，留守儿童投奔异地的父母，不仅
一样能和家人团聚，还能反向避开客流高峰，感受大城
市别样的过年氛围。 （下转第三版）

祥和与节俭

：马年春节变奏曲

在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号召
下，“节俭过年”成为今年春节的关键词。高档烟酒
销量下滑，茶话联欢务实从俭，公款吃喝搁杯停盏。
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普通百姓也在身体力行节俭
过年新方式，不少网友纷纷晒出精致的年夜饭菜和餐
后空空的碗碟。既要追求生活质量，也要减少铺张浪
费，一个节俭朴素的春节同样有滋有味、清新喜庆。
这些变化令人欣喜地看到，提倡节俭带来的风清气正
已显成效。

在我国诸多传统节日中，春节的影响最广泛也最
受人们重视，历来是聚会活动、吃喝送请的高峰期。
一些单位和个人常常借机慷公家之慨，滋生出“舌尖
上的浪费”、“人情中的糖衣炮弹”，败坏党和政府形
象，也腐蚀社会风气。为此，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
级党政机关和党员干部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规定，带头
厉行勤俭节约、移风易俗、文明过节，为今年的春节
吹来一股强劲的节俭之风。“廉不廉，看过年”，年关
也是“廉关”。挡住了以年味包裹的感情投资，扭转
了借年关过度消费的惯性，对于领导干部党性原则和
品质作风是莫大的考验；刹住了这股久遭诟病的吃喝
风、浪费风和腐败风，对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活动，亦可谓意义重大。

新春带来新气象，新风给人新希望。从过年风气
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一年多来，发生
在车轮上、“舌尖”上、球场上、会所中、“口袋”里的不正
之风不断减少，深得民心。不只是节俭过年，我们还要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努力
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节俭过年同样有滋有味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2 月 10 日讯 记者林火灿报道：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公布了西部大开发
9大重点领域，包括加快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发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业，
不断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2014 年，将研究制
定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文件，开展西
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加快推进交
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
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积极承接国
内外产业转移；发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业，不断
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内陆、沿边地区开
发开放，增强支撑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为此，今年将坚定不移把西部大开发摆在
区域发展优先位置，切实完善和落实差别化的
经济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政策措施，落实差别化经济政策；抓紧完善西部
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推动尽快出台实施；启动

“十三五”规划编制前期研究工作；继续督促落
实国务院已批复的重点区域发展规划。

同时，我国将研究提出今年西部大开发新
开工重点工程，推动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向
西部地区倾斜，加快完善铁路、公路骨架网络，
推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
通和水利两块“短板”问题。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继续
推进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做好西
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研究提出一批夯
实西部地区长远发展基础、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和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重大项目储备。

为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和生态文明试点
示范，我国今年将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
程，巩固和扩大退耕还林成果，逐步将沙漠化防
治工程和西南岩溶地区草地治理工程中符合条
件的市县纳入退牧还草工程范围。

为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我国
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能源、矿产资源和
特色农畜产品深加工能力，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等现代服务业；贯彻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实施
科技助推西部转型发展行动计划；研究提出新
的针对性政策措施，支持西部地区发挥比较优
势，努力承接劳动密集型、环境友好型产业，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继续加强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

今年西部大开发锁定九大重点领域
着力解决西部地区交通和水利两块“短板”

在今年的地方两会，“全面深化改革”
无疑是最热门的主题词之一，从广泛的基
层呼声到主动为之的自觉行动，各地频频
亮相的新思路、新举措，汇集成了这个春
天里改革新气象的最好注脚。

与过去相比，今年地方两会确立的改
革领域更加广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改变、国有企业改革、土地
管理制度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绘制的改革蓝图下，各地积极寻求自上
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呼应，努力谋划更
具创新与突破的改革“地方版”。

以改革谋经济发展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也是完成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纵
观地方两会，“以改革谋发展”已成为各地
干部群众的重要共识。

在上海，“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被列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首要任
务。从“没说可以做的都是不可以做的”，
到“没说不可以做的都是可以做的”，年轻

的自贸区从诞生之日起，便以日均超 42
户企业诞生的速度，倒逼上海改革的步
伐快些、再快些。正如上海市委书记韩
正在上海两会的讨论中所指出的，“自贸
区最核心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
的转变，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定
义。”据统计，去年以来上海已有 200 多
项行政审批事项实施了标准化管理，产
业项目审批时限缩短了三分之一。

在江苏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及“改革”的地方多达 72 处，报告强
调，“新的一年，要以改革统领全局，要使
改革、创新、实干成为引领全省上下合力
奋斗的关键词。”

在河北省，“改革”被列为该省政府
工作的首要任务，“非禁即准”、“非限即
许”、“破除‘玻璃门’、‘弹簧门’”等一揽
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激发市
场主体的活力。

在浙江省，“审批制度改革”成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去年以来，浙江
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减少近 40%，非行政

许可事项减少的幅度达82%。从浙江两会
传来的消息显示，今年该省简政放权的力
度还将更大。

“改革不易但改革必行，‘瘦身’的同时
亦须‘强体’”。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侯云春看来，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一
句空话，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
主体的“加法”，改革的长期红利必然会带
来短期的阵痛，但改革须迎难而上。

以改革促民生改善

民生问题无小事，群众利益大于天。
在今年地方两会上，加大民生改善、增进百
姓福祉，始终是各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热
点。从空气质量到餐桌上的安全，从医疗
教育到保障房建设⋯⋯，凡是老百姓关心
的，都是代表委员们爱“较真”的话题。

“‘三公’经费省下的钱去了哪里？”“财
政超支 700 亿元为何无说明？”“教育投入
的钱为何用不出去？”广东两会上，人大代
表“挑刺”财政预算，副厅长两度离场均被
代表“热情”挽留。尽管“误会”是因年轻副
厅长解释不足引起，但足以看出代表委员
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之心。

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入手，民生成为重庆两会的重头
戏。在重庆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中，2014年
22 项民生实事的具体内容一目了然，不仅
如此，每一项民生实事还列出了具体的时

间表和任务量。
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外来人口众多

的特大城市，“居住证改革”在成为代表
委员热议焦点的同时，也有望成为下一步
户籍改革的突破口。在住房保障上，针对
不同收入人群，北京分别推出了“共有产权
房”和“以租为主”的保障房制度，此举或将
真正打开北京房价高企的“死结”。在新
疆，今年将完成 30 万户安居富民工程、
3 万户定居兴牧工程，新开工建设城镇保
障性住房25.9万套。

梳理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不少省份都
把民生政策的整合列入今年重要的工作目
标。无论是山东养老保险城乡并轨试点，
还是广东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及职
工医保“三合一”尝试，或是陕西廉租房、公
租房“两房并轨”的管理新模式，各地在民
生改善上的创新举措，均引起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关注。

“改革创新从哪里入手？就是从老百
姓最迫切的期盼入手，不仅要让老百姓分
享改革的红利，而且应该是红利中占比最
大的那部分。”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裴长
洪说。

（下转第二版）

追逐中国梦 改革气象新

地方两会新观察 □ 本报记者 顾 阳

编者按 新年后的 1 个多月来，全国各省区市陆续召开了两会。作为总结
地方去年改革发展成果、谋划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蓝图的重要会议，地方两
会释放出的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政策信号备受关注。在这些“中观”图景中，有
一些新亮点、新思路、新举措令人振奋和值得期待。从今天起，本报在“经济聚
焦”栏目中，连续推出“地方两会新观察”，敬请关注。

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
来，西部地区上百个重点工程陆续开
工，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
一大批标志性工程陆续建成，天然林
保护工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
态工程相继实施，有力地支撑了内蒙
古、陕西、贵州、青海、云南、新疆、甘
肃、四川、宁夏、西藏等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城乡居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目前，西部地区仍是我国区域发

展的“短板”，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难点和重点。“十二五”时期，要坚持
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
域发展战略优先位置，努力保持经济
社会长期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均
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相关链接

西 部 大 开 发

内页点睛

欧元区通货紧缩风险加大

自去年10月以来，欧元区通胀率持续

在1%以下的区间徘徊，远远低于欧洲央行

确定的2%政策目标，引发了人们对欧元区

通货紧缩风险加大的担忧。 4 版

马年A股“开门红”说明了什么

种种迹象表明，马年A股“开门红”在

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热点的某种折

射，是市场内生能量的外现，并非是对外围

市场的简单跟随。 5 版

旅游产业向多维度推进
春节黄金周期间，旅游拉动内需的作

用继续凸显，旅游产业融合也在不断推进，

旅游日益渗透到其他相关行业，旅游产业

的边界不断被打破。 9 版

心 入 寻 常 百 姓 家
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生活

中去，感受生活的热度，采写鲜活的新闻。

马年新春，一组组来自基层的报道成为本

报为读者奉上的一份独特年礼。 10 版

新 闻 的 境 界“ 在 路 上 ”
好新闻是双腿跑出来的，也是手脑

并用挖出来的，虽说免不了受些筋骨之

劳，但只有这样，才能挖到新闻富矿，

更能体会到新闻人苦中作乐的那份独有

的甜蜜。 11 版

（（见六版见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