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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在五
四青年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 中 央 军 委
主 席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
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向青年
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勉励青年人
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在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
彩的人生。

习近平在信中表示，你们响应
国家号召，怀着执着的理想，奔赴
条件艰苦的西部和边疆地区，扎根
基层教书育人，十几年如一日，写
下了充满激情和奋斗的人生历程。
你们的坚守、你们的事迹，令人
感动。

习近平指出，我在西部地区生
活过，深知那里的孩子渴求知识，
那里的发展需要人才。多年来，一
批批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像你
们一样在西部地区辛勤耕耘、默默
奉献，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
团结进步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同人民一道拼
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
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
方向。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
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
你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
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2000 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
发的号召，河北保定学院的 15 名
毕业生毅然放弃多家用人单位的录
用及继续深造的机会，带着户口选
择到万里之遥的新疆且末县中学任
教。截至 2013 年，这所学校已有
97 名 毕 业 生 在 新 疆 、 西 藏 、 贵
州、重庆、四川等地基层工作。虽
然条件艰苦，但十几年来没有一人
退缩，全部扎根在西部大地，参与
见证了西部的改变和发展。他们的
事迹经《光明日报》报道后引起广
泛关注。近日，这批西部支教毕业
生群体代表给总书记写信，汇报了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一
个人的选择只有契合时代要求、符
合人民需要，才会有意义有价值。
西部需要我们这样的普通劳动者，
我们愿像一棵棵红柳、一株株格桑
花一样，扎根西部、坚韧不拔、甘
于吃苦、平实做人，为广袤的土地
带去无尽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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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甜美，歌舞曼妙⋯⋯
雪山皑皑，沙海茫茫⋯⋯
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西北，有一

片占陆地国土面积约六分之一的广
阔疆域——这片从 2000 多年前就
成为中国治下的土地上，今天生活着
47个民族的2260多万群众。

4 月 27 日 至 30 日 ，中 共 中 央
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来到新疆考察，对做好新疆
维护社会稳定、推进跨越式发展、保
障和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加强
党的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指导。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
次到新疆考察。总书记强调，面对新
形势新任务，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做好
新形势下新疆工作的大政方针，以社
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工作的着眼点
和着力点，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为
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实现新疆跨越
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紧紧依靠各族
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的
社会主义新疆。

“从战略和全局高度
谋划新疆未来”

“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
风光⋯⋯”

27 日上午，从北京飞往新疆的
专机上，总书记在桌上铺开新疆地
图，详细察看新疆地理分布。飞机进
入新疆境内，他不时透过舷窗俯瞰这
片辽阔神奇的土地，绿洲点点，雪山
连绵⋯⋯

对新疆，总书记十分熟悉。早在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就到过新疆，后
来又多次到过新疆。在浙江任主要领
导期间，他就对口支援和田地区建设、
推进浙江和新疆两省区经济合作，同
新疆同志多次交流和探讨。2003年8
月，他带领浙江党政代表团在新疆考
察8天，天山南北都留下了足迹。

到中央工作后，他于 2009 年 6

月到新疆考察5天，把身影留在了巴
音郭楞、喀什、克拉玛依、石河子、乌
鲁木齐等地的农村、企业、社区、学
校。新疆的壮美山川、灿烂文化、纯
朴民风，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牵挂着
新疆这片土地，牵挂着新疆各族人民群
众。2013年6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
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
会稳定、维护各族人民利益工作；9月，
他出访中亚时表示愿意扩大中国新疆
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规模；12月，他主
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
研究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工作。2014
年2月，他第一时间就新疆和田发生
7.3级地震的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3月，全国政协会议看望政协少
数民族界委员时，他关切询问新疆籍

少数民族大学生毕业后就业情况。
一年多来，他对新疆工作先后作

出30多次指示和批示⋯⋯
党的十八大吹响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号角，总书记提出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
梦，需要更好发展新疆。

今天的新疆，正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

2010 年 5 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召开4年来，天山南北经济快速发
展，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翻番，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2倍，各项社会事业取
得一系列新进展。与此同时，新疆工
作也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

“这次来新疆，就是要听听大家
的意见和建议。”考察途中，总书记多

次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坦诚交心。
4天的考察行程满满——
从南疆重镇喀什到首府乌鲁木

齐，总书记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一起深入乡村、
企业、部队、学校、派出所、清真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看望各族干部群
众，慰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公
安民警、兵团职工，带来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诚挚慰问。

从军区部队到村民院落，从兵团
机关到驻地宾馆，总书记召开了 10
个座谈会、汇报会，广泛听取意见和
建议，共商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大计。

从提出新疆发展新定位，到对新
疆工作作出新部署，总书记多次发表
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做好新疆工作的
一系列新要求。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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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新疆考察。这是4月28日上午，习近平在疏
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同师生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5月3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
务活动指数为 54.8%，比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表明非制造业经济延
续平稳增长势头，有利于国民经济
趋稳向好。4月份商务活动指数高于
分界点4.8个百分点，反映非制造业
经济活动平稳增长，市场经营活动
较上月加快，需求增速没有进一步
放缓，价格走势稳定，企业预期依
然较好。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
蔡进表示，服务业经营活动和市场需
求的双双回升是拉动 4 月非制造业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4
月 份 服 务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达 到
53.4%，较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保
持在 53%以上的相对较高水平。服
务业的回升主要体现在市场活跃度
有所增强，消费需求呈现启动迹象。

4 月份，随着制造业活动增势的
逐步巩固，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

活跃度有所增强。首先是反映企业
经营活跃程度的物流相关行业增势
加快，邮政业、铁路运输业、装卸搬运
及仓储业的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均
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其次是与制造
业活动紧密相连的大宗商品批发和
零售业活动连续两个月保持高位运
行，其商务活动指数保持在 60%以

上，新订单指数保持在 58%以上，显
示行业供需增长均趋于旺盛。第三
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库存由升转降。4
月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存货指数结束
了连续两个月的上升趋势，回落至
50%以下，降幅超过4个百分点。

蔡进认为，当前非制造业价格指
数变化波动幅度较小，走势稳定，有

利于经济继续走稳向好，其中，中间
投 入 价 格 指 数 连 续 3 个 月 稳 定 在
52%附近，收费价格指数连续 3 个月
稳定在49%附近。

此外，从反映企业对未来市场预
期看法的业务活动预期指数来看，4
月为 61.5%，与上月持平且继续处于
较高景气区间，表明非制造业企业对
未来3个月市场预期持乐观态度。在
所有行业中，除居民服务及修理业业
务活动预期指数低于临界点外，其他
行业均位于扩张区间，表明绝大多数
非制造业企业对未来市场预期乐观。

综合今年以来 PMI 主要指数月
度变化情况，当前非制造业经济稳定
较快发展势头仍未改变，但需关注需
求增长的趋势性变化。当前市场需
求增速虽止住跌势，但新订单指数仍
处于50%附近的较低水平，特别是服
务业市场需求增长水平仍然较低，仍
需通过加大相关政策扶持力度，继续
巩固需求基础，进一步推动非制造业
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4月份商务活动指数为54.8%，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非制造业经济延续平稳增长势头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形势 □ 本报记者 薛志伟

在繁花似锦的五月，青年人
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节日。

有梦想，有激情，有责任，有
担当——新时代的青年正以昂
扬的精神风貌、进取的人生态
度，唱响属于自己的青春之歌。
当前，已有越来越多新青年乘上
各种优惠政策“东风”，在实干创
业中放飞青春梦想就是力证。

青年是最具创新热情和创造
潜力的一群人。在我国改革开放
30多年中，曾涌现出一大批创业
青年，打造出众多有竞争力、影响
力的企业，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
写下了一段段精彩篇章。如今，
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互联网
领域的创业“第二代”、“第三代”
青年人也已在崛起，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新兴力量。

创 业 也 是 青 年 人 展 现 才
华、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以
及实现就业的最好形式之一。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人数达 727
万人，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而
千方百计激发青年人的创业理
想、扶持他们的创业活动，无
论是对青年人实现自身价值，
还是对当前稳定和扩大就业，
乃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都非常重要。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

凤凰”。近些年，各地鼓励青年
创业的“利好”频出，取得了
一定成效，但还远远不够，青
年人创业的劲头仍明显不足。
要把更多青年人才吸引到创业
上来，亟需针对不利于创业的
顽症痼疾下“猛药”，进一步制
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其
中，如何让创业“简单”起来
尤为紧要。青年人创业劲头不
足，与观念有关，也与创业门
槛高、程序复杂有关。不少青
年人甚至包括高校毕业生对各
种创业支持政策不了解、不明
白，更不知道如何申请利用。
同时，争取优惠政策环节过
多，相关审批手续复杂，加之
融资难、融资贵，增加了初始
创业成本，也抑制了许多青年
人的创业激情。相关部门应联
合起来，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有针对性地简化创业流
程，让扶持政策真正惠及每一
位有志于创业的青年人。

青年是社会最宝贵的希望，
更是推动国家和民族兴旺发展最
蓬勃的动力。广大青年人只有自
觉融入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之
中，才能更好地成才、出彩，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会拥有源
源不断的更强大力量。

在实干创业中放飞青春梦想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