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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6 月 19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8 日上午在贵州
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
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
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
困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
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
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期脱贫。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期间专门主持召开这次涉
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
贫攻坚座谈会。会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与会
的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到贵州毕节市的
一个县了解了当地扶贫开发实际情况。

座谈会上，汪洋汇报了贵州扶贫考察情况，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广
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重庆市委书记孙
政才、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贵州省委书记赵克
志、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先后发言。他们结合各
自实际，既讲扶贫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机
遇和挑战，又讲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就注重
扶贫政策的整体平衡性、抓好贫困地区教育事
业、加快农村危房改造、有序推进生态扶贫、共
织贫困群众“安全网”、改进扶贫考核办法等谈了
意见和建议。习近平边听边记，不时同他们讨论
交流。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发展的重
要阶段。要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
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 5 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

深刻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向新态势，深刻把握
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深刻把握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新目标新任务，深刻把握我们面临的新
挑战新机遇，突出前瞻性和引领性，既不能脱离
实际、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也不能囿于一时困
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

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
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
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
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
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
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
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
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
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
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
更大功夫。

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
“4 个切实”的具体要求。

第一，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坚持党的领导，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优势。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
领导责任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地）
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到村、扶
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扶贫开
发工作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中央要做好政策
制定、项目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
筹等工作，省级要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
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工作，市 （地）
县要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
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
开发工作第一责任人，深入贫困乡村调查研究，
亲自部署和协调任务落实。

第二，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发贵在
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各地都
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
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第一书记）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
效。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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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记者刘华） 国家
主席习近平 19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喀麦隆总理菲
勒蒙。

习近平指出，喀麦隆是中国的好伙伴。中方高
度重视中喀关系，对两国关系发展感到满意。你这
次访华，同中方就促进两国各领域友好互利合作进
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达成广泛共识。双方要一道
努力，推进中喀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喀双方应弘扬传统友谊，密切政
府、政党、立法机构交往，增进政治互信，继续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维护共同利益。中方感谢喀方长期以来坚持一
个中国政策。两国要对接彼此发展战略，不断拓展
工业、农业、能源资源、区域航空、基础设施建设、人
力资源开发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互利合作迈上新
台阶。中方支持喀方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两国要
加强人员往来和人文交流，加深青年、妇女、智库、学
者、媒体等社会各界相互了解和友谊，夯实两国友好
民意和社会基础。中方愿为喀方培养更多经济社会
发展急需人才。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非洲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中方愿加强同非
洲国家合作，将合作共赢理念贯彻到中非关系的方
方面面。中方将秉持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和正
确义利观，支持非洲国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推动中
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更好惠及双方人民。中非应该
紧密携起手来，为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促进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菲勒蒙表示，喀麦隆高度重视喀中关系，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喀麦隆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的帮助和支持。新形势下，喀方希望进一步夯
实两国关系，加强两国在工业、原材料加工、基础设
施、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合作。喀麦隆政府将采取进
一步措施，为外国企业投资提供更多的便利和条
件。喀方也愿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进一步促进非
洲国家同中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习近平会见喀麦隆总理菲勒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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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的遗体，19 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5 年 6 月 14 日 7 时 08 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 91岁。

乔石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乔石同志逝世表示沉痛
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9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
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乔石同
志”，横幅下方是乔石同志的遗像。乔石同志的遗体安卧在
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乔石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默哀，向乔石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乔石同志亲属一
一握手，表示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乔石同志逝
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乔石同志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19 日
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
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推
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工作进行了
具体部署。

《方案》提出了推进财政资金
统筹使用的十条具体措施。一是
推进项目资金的统筹使用。二是
推进重点科目资金的统筹使用。

三是推进部门资金的统筹使用。
四是推进政府预算体系的统筹协
调。五是推进跨年度预算的统筹
协调。六是推进规范各类收入及
其统筹使用。七是推进财政存量
资金的统筹使用。八是推进预算
编制和预算执行的统筹协调。九
是推进债务资金的统筹使用。十
是推进转移支付资金的统筹使
用。 （相关报道见五版）

国务院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平 言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贵州调

研时强调，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这不仅是对贵州经济社

会发展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全国

各地的殷切希望。

发展和生态是须臾不能松劲

的两件大事。发展是解决中国所

有问题的总钥匙，不发展，就业和

收入就上不去，深化改革、调整结

构就缺乏力度，社会稳定就可能

出状况。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保持一定发展速度，防止滑出

合理区间，都是我们必须要守住

的底线。生态底线同样重要，尤

其在当前，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

到或接近临界点，即便再压一根

“稻草”，都有动摇经济增长根基

之虞，人民群众也不会答应。

两条底线有机联系、内在统

一。我们所追求的发展，是有效

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是

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增长，其中

一个核心指标，就是不以生态赤字

为代价，在“金山银山”和“绿水青

山”之间画上等号，追求绿色发展。

守住两条底线，关键在于树立

底线思维。对于发展而言，眼下最

迫切的就是要有稳增长、防风险的

意识。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处

于合理区间，增速在全球名列前

茅，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在加快壮

大，但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

挑战，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

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多。

各地、各主管部门必须深入研究保

持经济增长的举措和办法，把难点

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

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

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

对于生态而言，绿色既是理

念又是举措，务必政策到位、落实

到位，防止走粗放增长老路、越过

生态底线竭泽而渔。要正确处理

发展与生态的关系，科学布局生

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

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大的

智慧和勇气推进经济向绿色转

型，加快使已经定好的绿色化政

策措施及相关项目落地，把“绿色

化”作为增长新动力和发展新出

路，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

活质量的增长点。

守住两条底线，也要防止另

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由于担心捅

娄子、出问题，拿底线当“挡箭

牌”，遇到问题绕着走，该改的不

敢大刀阔斧地改，该闯的不敢义

无反顾地闯，该试的不敢放开手

脚去试。底线思维是“有守”和

“有为”的有机统一，既要充分估

计困难和阻力，时刻保持清醒头

脑，把各种可能的因素想深想细，

把改革的方案举措虑周虑全；更

要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和进取

精神，充分挖掘潜力、激发动力、

释 放 活 力 ，为 发 展 赢 得 新 的 生

机。只有从底线出发，让改革蹄

疾而步稳，才会有“乱云飞渡仍从

容”的沉稳定力，发展才能更上一

重天，生态环境才能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