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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记

者隋笑飞）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 29 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批示
指出，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
30 年来，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
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服务国家工作
大局、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
的友谊，作出重要贡献。希望认真总
结经验，发挥民间往来优势，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进人类各种
文明的交流交融、互学互鉴中，增强
我国的文化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参观文化中心制作的

《我们走过三十年》 图片展并会见纪
念大会与会代表，他指出，文化交
流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在国际交往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批示和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积极主动做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
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感知中国、
了解中国。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文化
优势，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
神，把一个文明进步、开放包容、

繁荣发展的中国展现在世界人民面
前。要以永远做学习大国的姿态，
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促进当代中
国文化实现更大繁荣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要认真总结中国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 30 年来的成
功经验，充分发挥民间往来优势、
文化人才优势，广交朋友、广结文
缘 ， 拓 展 交 流 平 台 、 创 造 文 化 品
牌，不断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
为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促进世界
和平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际
文化交流中心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

李建国参加参观、会见活动并出席
纪念大会。他指出，要认真地学习
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
精神，坚定正确方向，提高工作站
位 ， 打 造 文 化 精 品 ， 加 强 自 身 建
设，更好地担当起弘扬中华文化、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增强国家文
化软实力、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
际文化交流中心第五届理事会副理
事长张宝文陪同参加上述活动。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于
1984 年，是从事民间国际文化交流
的全国性、非营利性、具有社团法人
资格的社会团体。

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30周年之际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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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的
宣言。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号角。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
全体会议胜利闭幕。经过出席全
会的中央委员表决，一致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180 多
项重大改革举措——全会决定鲜
明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的命题，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 13 亿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时代华章。

为子孙万代计
为长远发展谋
——确定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问题，彰显了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推进依法治国、坚
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的坚定决心

走过近代百年的屈辱，经过
新中国 65 年发愤图强的奋斗，迎
来民族复兴的曙光。今日中国，
已经行进至实现现代化关键一跃
的历史节点。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回
应时代提出的课题？

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
中央全会，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
建设的专门决定，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召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的征程上树起一座新的里
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面对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
有 ， 矛 盾 风 险 挑 战 之 多 前 所 未
有，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期待和要
求之高前所未有。

站在历史和未来的交汇处，肩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重
任，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着
深邃思考——

距离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短短 6 年时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之后，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
国家长治久安？

近代以后，中国一些仁人志士对厉行法治进行过多次探索。
然而，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到孙中山领导下
制 定 的 《中 华 民 国 临 时 约 法》 被 废 除—— 法 治 未 曾 在 中 国 得 到
践行。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为社会主义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
制度和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探索实行社会主义法治
的道路。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历史一再证明：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

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未来提出要求：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是关系党执政兴国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己任，统筹谋划、积极
推进。

这是科学系统的布局——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2012 年 12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 30 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
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
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大论断。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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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消费是经济增长重要
“引擎”，是我国发展巨大潜力所在。
新常态下，要更加注重增强内需拉动
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国务院 29
日召开常务会议部署推进消费扩大
和升级，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为克服体制机制障碍，此次会议

特别指出要增加收入，让群众“能”消
费。未来国家将分批出台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配套措施和实施细则，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努力实现居民
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国
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更多用于民生
保障。

针对群众是不是“敢”消费，“愿”
消费问题，会议指出，要健全社保体
系，让群众“敢”消费。提高医疗保险
保障水平，全面推开大病保险。统筹
推进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同时，要改
善消费环境，让群众“愿”消费。加强
农产品流通等骨干网建设。推进消

费品安全立法，严惩“黑心”食品、旅
游“宰客”等不法行为。

会议要求，重点推进信息消费、
绿色消费、住房消费、旅游休闲消费、
教育文体消费、养老健康家政消费等
6大领域消费。

（相关报道见三版）

瞄准六大领域 促进消费升级

内页点睛

保湿地和“端饭碗”不该对立
如果将湿地保护和当地群

众的“饭碗”对立起来，那么环境
保护必将走不远，也走不长久。
我国亟待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使

环境保护和“饭碗”美美与共，让
“青山绿水”转变成当地群众的
“金山银山”，环境保护才能“长
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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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全渠道成发展新趋势
所谓“全渠道零售”，是指零

售商利用各种营销渠道为顾客
提供交易平台，不仅包括实体
店，而且包括网店、基于手机和

平板电脑等的APP应用等。互
联网时代，供应链正在变短、变
扁，全渠道零售正成为新的发展
趋势。 6 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

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深刻总结

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

立足国情和实际提出来的，符合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期盼，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

求。这一重大论断，既明确了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突出了

今后的工作重点和总抓手，对于统一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携

手同心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道路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深刻

领会和把握依法治国总目标，关键要清

醒地认识到，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而不是别的什么

道路。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是历

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唯一正确道路。现在，有些人议论

这个法治道路、那个法治道路，有的甚

至想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走西方所谓的

“宪政”之路。这其中，有的是思想认识

误区，有的是别有用心。我们一定要警

惕这些错误想法、认识。在走什么样的

法治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向全社会释

放出明确的信号，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深刻领会和把握依法治国总目标，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须旗

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规

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方向。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

的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

全过程和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当前，一些

人把“党”和“法”对立起来，本身就是

一个伪命题。我国宪法确立了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和社会主

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

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依

法治国、厉行法治，人民当家作主才能

充分实现，国家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才

能有序推进。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

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也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

民长期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是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充满

生命力的制度体系。其根本保障作用

集中体现在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

力、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

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无疑也为

更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相统一，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坚

实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基

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指

南。现在，仍有个别人动辄用外国法

治理念来评判中国的法律实践，脱离

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发展符合中国实

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

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需要汲取中华

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

验，但决不可原封不动地拿过来，而必

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使法治体系建设永远

行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详见九版详见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