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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15 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
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文
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
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
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
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

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

国剧协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尚长
荣，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阎肃，中国美
协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
国舞协主席、国家大剧院舞蹈艺术总监
赵汝蘅，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
副主席叶辛，中国影协主席、国家话剧
院一级演员李雪健先后发言。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
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表示，文艺事业是
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

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
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
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
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
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
的生动景象。习近平向全国文艺工作者
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 近 平 指 出 ， 推 动 文 艺 繁 荣 发
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
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
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
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
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必须把创
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
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
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
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
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
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
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
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
问题。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刘云山出席

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编者按 本报自即日起推出“建设法治中国·迎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特稿”系列报道，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法治建设伟大历程，再现法治建

设辉煌成就，揭示依法治国科学内涵，展望法治中国美好前景。

金秋十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
大问题，为公众瞩目，引各方关注。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回顾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历程，坚持依法治
国、完善治国方略、维护人民权益、为改革
发展“保驾护航”，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孜
孜以求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从新中
国成立伊始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种下“法
治”的基因，到2010年底如期形成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党的十五大正式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把

“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
本方略的高度，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依法治国成为当下中国最闪亮的
高频词，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

事实最有说服力。我国法治建设的
进 程 ，清 晰 地 标 注 在 一 部 部 法 律 上 。
1949 年，婚姻法等一系列废除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旧制度、维护人民权益的法律
开始制定和实行。1954 年宪法明确，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以
宪法为依据，新中国制定了有利于巩固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开始起步。1978 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经验教训,推动了
法制建设的拨乱反正，“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原则的确定，代

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对法制建设
的伟大觉醒。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
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1999 年,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
宪法⋯⋯目前，我国出台现行有效的法律
已有 240 多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
及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实现了有
法可依。

曾几何时，“中国人法制观念淡薄”
是一些人对国情的“独到解释”。但经过
数十年的法治教育和宣传，如今法律已
成为社会公众维护自己权益的最有力武
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显
示，从 2008 年至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比前 5 年上升 174%。“法治”被
写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全社会

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
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法治建设

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要高度重视法治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强调“凡
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
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
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依法治
国，完善治国方略受到空前的重视，神州
大地不断开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
弱。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
阶段，发展压力大，社会矛盾凸显，各种
事物千头万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
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更加
需要依法治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道路。 （下转第三版）

依 法 治 国 完 善 治 国 方 略
本报记者 马志刚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5 日
电 （记者李宣良） 经习近平
主席和中央军委批准，全军老
干部工作暨先进干休所、先进
离退休干部、先进老干部工作
者表彰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北
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 家 主 席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受到表彰
的全军先进干休所、先进离退
休干部和先进老干部工作者表
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军广大离
退休干部和老干部工作者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军
队离退休干部为党领导的革
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了重要
贡献，是党、国家、军队的宝贵
财富。今天，党和人民事业蓬
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是包括军
队离退休干部在内的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成果。
对军队离退休干部建立的历史
功绩和作出的巨大贡献，党和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要在全军
广泛宣传先进离退休干部的先
进事迹，弘扬老同志的高尚品
德，进一步形成尊重老同志、爱
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重视发
挥老同志作用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强调，军队老干部
工作是党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工
作。各级党委和机关要高度重
视老干部工作，坚持思想上关
心、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
怀，满腔热情为老干部办实
事、办好事。要加强离退休干
部党组织建设、提高老干部服
务管理工作水平、丰富老干部
精神文化生活，让所有老干部
都能安享晚年。希望广大军队
离退休干部向先进学习，永葆
革命本色，在弘扬我党我军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支持国家
和军队建设改革、关心教育下
一代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贡
献。（贺信全文见二版）

（下转第三版）

全军老干部工作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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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致信向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
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
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
作品。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
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
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
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
奉献给人民

□ 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
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
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
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
等于精神快乐

□ 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
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
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
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
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 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
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
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
和底气

本报北京10月15日讯 记者薛志伟报道：国家统计
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 1.6%，涨幅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
为56个月来新低。1至9月平均，全国CPI比去年同期上
涨2.1%。

据测算，在9月份1.6%的CPI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
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0.3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3
个百分点。 （相关报道见九版）

9月份CPI同比上涨1.6%
涨幅创56个月来新低

10月16日是第34个世界粮食日，所在周是我国
第24个爱粮节粮宣传周，今年爱粮节粮宣传周主题定
为“节约一粒粮 我们在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粮食安全
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但长期以来，我国也普遍存在重
视粮食生产、忽视粮食浪费的现象，仅农户储藏、运输、
加工等环节每年就损失浪费粮食700亿斤以上，接近
年总产量的6%。粮食损失浪费现象已成为我国保障
粮食安全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不利因素。实行粮食增产
与节约减损并重的方略，是符合中国国情粮情、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详细报道见六版）

减损等于增产 节粮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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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行政壁垒才能释放市场潜能
允许公积金贷款“异地互认”，是提升民生福利的

重要一步。要实现经济的平稳增长，必须更加注重打

破现存的行政壁垒，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广阔的市场腹

地和多层次梯度空间蕴藏的巨大潜能。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