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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委员长会议
17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
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10月27日至11月1日在北京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继续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
案、反间谍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

案（九）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反
恐怖主义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民法通则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条的
解释草案的议案；审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
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
察院规范司法行为工作情况的报告。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

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
分别审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关于十
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
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
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审议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就常委会第十

一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意见作
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
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
有关工作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的相
关议程作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
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沈跃跃、吉炳
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出席会议。

张德江主持召开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0月27日至11月1日在京举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记者

崔清新）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
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座谈会17日
上 午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举 行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张德江出席。

1954 年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
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2 年通
过的现行宪法重申了我国的民族方针政
策。1984 年 5 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同年 10 月 1
日该法正式施行。

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发表讲
话。他说，举行座谈会，纪念民族区域自
治法实施 30 周年，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回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建立和发展的历程，总结民族区域自治
法实施的经验，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
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
聚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李建国在讲话中阐述了民族区域自
治法的核心要义，提出了贯彻实施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具体要求。他说，实践充
分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一部符合国
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法
律，是充分体现各民族共同意志和根本
利益、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各
项权利的好法律，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
土完整、加强民族平等团结、促进民族地
区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好法律，
是各族人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的法制保证。

李建国表示，要认真学习好、贯彻实
施好、宣传普及好民族区域自治法，监督
检查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加强对
民族区域自治相关法规和制度的研究，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中国特
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民族
区域自治法的贯彻实施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
杜青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民委主任王正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飚、齐续春
出席座谈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向巴平措主持座谈会。

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
司法部、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部分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
会、全国政协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5 个自
治区和有关省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少数民族人士代表等 120 余人
出席座谈会。

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座谈会举行

张德江出席

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座谈会举行

张德江出席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巡回督导组
工作总结会议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刘云山出席会议
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总结
用好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经验，不断
深化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从严治党。

会上，14 位中央巡回督导组组长
介绍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
情况，交流了经验做法和认识体会，普
遍认为教育实践活动取得重大成果，
集中学习教育使党员干部受到精神洗

礼，“四风”问题整治带来了全党全社
会风气明显变化，建章立制将给作风
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教育实践活
动取得重大成果，最根本的来自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从
严要求、坚强领导和率先垂范，来自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响应和
自觉参与，来自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
监督评判，同时与严肃认真、扎实有力、
卓有成效的督导工作密不可分。一年多
来，中央督导组和中央巡回督导组认真
贯彻党中央统一部署，围绕教育实践活
动的总体目标、重要环节、基本要求和重
点工作，严督实导、严格把关，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为确保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
走过场发挥了有力推动和保障作用。

刘云山指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工作充分借鉴历次集中教育活动
有效做法，紧密结合新的实际创造性
开展工作，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中央
的要求和部署是根本遵循，只有狠抓
贯彻落实，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督导工
作才能保持正确方向；从严要求是做
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只有坚持严
督实导，树立严的标准，敢于唱黑脸、
当包公，督导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四
风”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只有坚持
问题导向、聚焦突出问题，督导工作才
能找准切入点、着力点；一把手带头是

关键所在，只有督促一把手示范带动，
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督导工作才
能更好传导压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只
有严于律己，以良好的作风抓督导，督
导工作才能增强说服力。各地区各部
门各单位要把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
经验运用到今后工作之中，推动党的
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
长赵乐际主持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副组长赵洪祝出席会议。14 个中
央巡回督导组、中央教育实践活动办
全体同志参加会议。

刘云山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巡回督导组工作总结会上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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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10月 1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马凯近日在山东调研公路交通工作时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加快构建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坚持建设、管理、养护、服务、安全并举，深
化公路体制改革，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科技支撑，完善法规政策，实现
公路科学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
安全便捷出行作出更大贡献。

10 月 15 日至 17 日，马凯深入山东济南、莱芜、淄博、滨州等市调
研公路交通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马凯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
国交通运输系统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公路建设取得历史性成绩，
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服务性、先导性作用日益增强。但也要看
到，当前公路建设任务依然繁重、制约因素日益增多，管理养护需求
日益增长、体制机制仍不适应，交通综合服务能力不足，交通安全重
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保障能力亟待提升。

马凯强调，公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的骨干。公路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当前公路发展处在加速成
网的关键阶段，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统筹规划、分步实施、优
化结构、注重质量，尽快打通国家高速公路“断头路”和普通国道

“瓶颈段”，并把建设资金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倾
斜。公路“三分建、七分养”，要构建资金保障体系，积极推动管
理养护体制改革，大力提升公路管理养护水平。公路是“窗口行
业”，要着力提高服务水平，加快推进 ETC 全国联网，加强服务区
建设管理，及时提供出行信息服务，让人民群众顺畅出行、舒心出
行。公路安全运行责任重大，要组织实施好道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提高公路防灾抗灾和应急处置能力，严打超限超载行为，全面
提高公路安全防护水平。

马凯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全 面 深 化 公 路 体 制 改 革
引领时代风气，文艺不能迷失价

值方向；塑造民族之魂，文艺不能远离

人民生活。“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文

艺与人民的关系，重申文艺创作的人

民取向，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强

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

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

问题，原则的问题。”72 年前，毛泽东振

聋发聩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

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72 年风云激

荡，“为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艺

的价值底色。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

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

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坚持为人

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党对文艺

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

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是人民生活的

精神食粮。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

会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人

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诉求，对文

艺作品的质量、品位、风格有了更高要

求。列宁说过，人民群众“有权享受真正

伟大的艺术”。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

的根本价值所在，文艺工作者理应紧跟

时代潮流、把握人民需求，为人民书写、

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创作出更多

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这是时代的

呼唤、人民的期盼，更是文艺工作者义

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

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

源头活水。古往今来，那些历经磨砺而

愈显珍贵、大浪淘沙而更加醇厚的传世

经典，无不是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

人民。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寄托对人民命运的悲悯；杜甫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饱含对百姓冷暖的关切。艺术可以

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

大地。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

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只

有始终把人民的冷暖放在心中、把万家

的忧乐倾注笔端，才能获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

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

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

扎。如果“热爱人民”只是停留于口号，

如何做到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

人民的忧患？如果让社会效益屈从于

市场价值，让文艺成为市场的奴隶，又

如何谈得上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放歌？

为人民就要爱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

底 、爱 得 持 久 ；贴 近 人 民 ，就 要 拆 除

“心”的围墙，要“身入”更要“心入”“情

入”。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把社会效益

放在首位，才能以文艺观照现实、温润

心灵、涵养精神，让人们看到美好、看

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文艺与人民的联系，是一种内在

的生命联系，这是一根永远剪不断的

情感脐带、文化脐带和历史脐带。天是

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仰望人

类文明的璀璨星空，同时扎根于中国

大地，扎根于人民的火热实践，我们的

文艺才能描绘出中国色彩、讲述好中

国故事，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精品力作。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人民需要文艺 文艺需要人民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
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 17 日在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
全体会议上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综合治理优势，坚持深化改革、
创新社会治理，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设，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

孟建柱指出，要更加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平安建
设中的问题，越是复杂疑难问题，越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去探寻
解决之道。要更加注重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治
理，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确保社会既
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要更加突出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建立调处化
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积极推进网格化管理和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建设，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

孟建柱强调，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必须充分发挥综合
治理优势。各级综治部门要统筹协调，切实履行责任。要进一步完
善齐抓共管、协作配合的长效机制，做到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
创、实绩联考。

国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综治委副主任郭声琨在会上
讲话。

孟建柱在中央综治委全体会议上强调

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设

作为思想文化的火种，文艺作品
如何反映人民的心声？作为时代前进
的号角，文艺工作如何引领社会的进
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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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思想深刻，
指明了文艺工作的发展方向，在广大
文艺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
文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
作用，精辟阐述了文艺“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方向，明确提出了“创作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的要求，在
新的时代条件下为文艺工作划定了基
本遵循、为文艺工作者标注了价值航
标⋯⋯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
心声。

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书协主
席张海感慨不已：“习总书记对文艺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做出了精
辟的论述，语重心长地对艺术家提出
了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这次文艺工
作座谈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作为艺术家中的一员备受鼓舞、
感动。”张海说，作为书法家要经常思
考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贡献了什么，
如何才能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优
秀作品。艺术创新是传统生生不息的
动力，创作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是每

位书法家的历史责任和示范担当，当
今时代为书法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优越条件，我们应该坚持爱国
为民，身体力行，有所作为，对得起这
个伟大的时代，对得起人民。

中国舞协驻会副主席冯双白说，
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当前
文艺发展中面临的诸多现实，提出了
鲜明观点，是文艺工作者的行动指南，
这个讲话在思想的制高点上为中国文
艺“把脉”，在历史战略发展的前瞻视
野里为中国文艺布局，它必将对今后
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
响。“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艺术
创作一定要脚踩大地，最根本最关键
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
他特别强调了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
主义情怀关照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
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
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必须与
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
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
民的孺子牛。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
得彻底、爱得持久，要深深懂得人民是
历史的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
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
在讲话中，总书记谈到最多的是人民，
说得最动感情的也是人民。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主任、编
剧苏小卫说，回顾自己的剧本创作道

路，深深感到，总书记的这些话高屋建
瓴，语重心长，既是对古往今来文艺历
程的概括，也是对今天文艺创作的评
价，更是对今后文艺工作的要求。“我
要在工作中深入思考、认真贯彻，用
总书记的话鞭策自己。”

“与文艺界同仁们谈及座谈会，大
家都非常兴奋，认为这是自 72 年前延
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中国最重要的文艺
界盛会。回想这几十年中，我演唱的
每一部作品都是歌唱党、歌唱祖国、歌
唱人民，每演唱一次都是对自己心灵
的净化，我深知只有扎根于人民群众
才能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中国广播
艺术团国家一级演员、歌唱家殷秀梅
说，习总书记指出文艺是铸造灵魂的
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
只有深入群众生活，才能把真正高雅
的、优秀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作品传达给人民，摒弃粗制滥造的
作品，不做市场的奴隶。在日后工作
中，一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造出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什么样的作品造就什么样的观
众。如果鼓吹庸俗，追逐欲望甚至公
然拜金，这样的作品，只能消磨因改革
开放而重振的精神力量，侵蚀本就存
在问题的社会肌体。”导演陈凯歌认
为，习总书记提到低俗不是通俗，欲望
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
神快乐，还提到文艺作品不是一般商

品，这些话一针见血地点破了某些作
品的根本问题，中肯而尖锐，听了十分
振奋。“一个国家的文艺作品间接地反
映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是奋发有
为还是醉生梦死？思想精深，技艺精
湛，制作精良，志存高远。习总书记所
提的标准符合创作规律。我们应该静
下心来，耐住性子，肯下苦功，反对浮
夸，抵制低俗，好好创作。”

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关峡聆听
了总书记的讲话后，用“准、透、明”三
个字概括自己最直接的感受：一是准，
对中国文化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找得
准、抓得准；二是透，对文化发展问题
看得透彻、分析得透彻；三是明，总书记
在讲话中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指出的方
向明确、道路清晰。关峡说，文艺家要
追求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
代的文艺作品，要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情怀，追求崇高之美。这
是文艺家的责任，也是文艺作品的核
心问题。只有守住中国文化的正根，
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泱泱
大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积淀，
足以令世界肃然起敬，足以令文艺家
为之“竞折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
事，传递中国情怀，弘扬中国精神，文
艺家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慷慨，需要

“用光明驱散黑暗”的勇气与执着。这
是信任，是尊重，更是期待、鞭策。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以人民为中心 创作时代精品 弘扬中国精神
——广大文艺工作者热议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记者 璩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