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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在行动
今年 5 月下旬至 6 月中旬，国务院

部署开展了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
第二次大督查。针对督查中发现的工作
进度慢、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按照统一
部署，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发出 49 件
催办通知，督促 29 个省 （区、市）、20
个部门，对 106 项工作加快落实进度。
精准发力，一抓到底，再次彰显本届政
府“言必信、行必果”的坚定决心。

106 项催办事项 直指
落实中的痛点阻点

催办通知共列出 106 项催办事项，
其 中 涉 及 部 门 的 24 项 ，涉 及 地 方 的
82项。

仔细梳理可以发现，百余项催办事
项紧紧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这条主线，旨在确保政令畅通，
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

从推动财政资金的统筹使用，到加
快铁路、农村公路和重大水利工程等建
设甚至到某项目的具体进度，从落实放
宽公积金使用政策到提高民航正点率，
催办内容重点突出，针对性强，既有稳增
长的宏观视野，也有惠民生的浓浓情怀。

催办绝不是发文件、走过场，而是有
明确的时间要求和具体措施。通知要
求，有关地区和部门“明确专人负责、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做

好工作，确保催办事项尽快落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将对工作进展情
况进行随机抽查”。

通过大督查，准确抓住在落实重大
政策措施中的痛点、阻点，是国务院督
查组求真务实的结果。

为确保督查出实效，督查组采取了
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抽查暗
访等方式进行实地检查，并深入基层、深
入企业、深入群众，广泛听民意，防止“蜻
蜓点水”。督查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在中
国政府网专门开设“督查进行时”意见
箱，面向全社会直接征询对稳增长政策
和简政放权等改革举措落实情况的意见
和建议，让广大民众与国务院直接“对
话”，提高督查的针对性。

列清单，明时限，突破中梗阻，防止
不作为，催办通知的下发将进一步推动
重大政策措施落地的速度更快、效率
更高。

以稳增长为重点 督促
重大项目尽快落地

在百余项催办事项中，“稳增长”
这个重点清晰可见。

我国经济虽有企稳向好势头，但下
行压力仍然较大，还需要把一系列稳增
长政策措施的作用充分释放出来。哪些
项目进展缓慢？哪些改革措施没有落实
到位？根据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催办工
作对症下药。

“妥善解决重大水利工程后续资
金。要进一步研究落实资金来源，提

出解决方案。”
“加快 20 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进

度。要提高资金到位率，加快建设进
度，确保按期完成。”

“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今年铁路
投资要保持在 8000 亿元以上，新投产
里程 8000 公里以上。要加大与有关部
门和地方的统筹协调力度，加快项目投
融资和建设进步，确保按期完成‘两个
8000以上’的目标。”

“高速公路实施进展滞后，要加快
工作进度”“液化天然气项目工程进度
滞后，要加快工作进度”“47 座中型水
库未按计划开工，要加快工作进度”。

既定项目要马上动工，已有资金要
尽快到位，项目储备要超前谋划⋯⋯催
办事项中，既有重视当前的具体部署，
也有谋划长远的改革举措。

一项项督办事项，以稳增长为出发
点，有利于增加有效需求，巩固经济企
稳向好的发展势头。

一项项督办事项，如同一声声冲锋
号，督促相关部门尽快行动起来，确保
重大政策尽快落地、尽快见效。

惠民生是根本 老百姓
的事要“马上办”

督查是为了督促政策的落实，而政
策落实的真正目的是惠及百姓和民生。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改善民生作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导向在
此次催办事项中非常突出。

“有的省市出台的政策对公积金提

取要求还没有简化到位，部分地区公积
金贷款手续仍较复杂，贷款额度难以达
到上限。要进一步加强对各地区工作的
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

“截至 2015 年 6 月，有的地方棚户
区改造开工率为 40.7%，与全国平均工
作进度相比偏低。要加快工作进度。”

“养老服务中心项目进展缓慢，要
加快工作进度。”

“供水项目进展缓慢，要加快工作
进度。”

“要加快落实特困人员供养措施。”
“确保兑现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新增

工资。”
⋯⋯
从加快棚户区改造到养老中心建

设，从放宽公积金使用到关注困难群
体，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正是攸关
百姓切身利益的身边事。

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民之疾苦，国
之要事，要着力用改革的办法，更多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扩大教育、卫生、文化等
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加大棚户区和
城乡危房改造投入，增加公共产品和服
务供给，有效弥补发展“短板”，努力在改
善民生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对冲经
济下行压力，并为长远发展打牢基础。

民生问题拖沓不得。着力解决社会
广泛关注、人民群众有迫切需求的问
题，协调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取得人民满意、实实在在的效果。

文/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赵晓辉

齐中熙 杜 宇 刘羊旸

（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精 准 发 力 一 抓 到 底
——全国第二次大督查瞄准106项催办事项督促重大政策落地见效

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

中的问题，真正把功夫下在巩固

基础、增强底气上，是我们主动

适应新常态、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的重要方法论。

基础牢，全局稳；底气足，

信心增。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

中向好，经济增长仍处在合理区

间，同时，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新动力

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

依然突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

外环境，经济回稳的基础还需进

一步巩固，稳中求进仍要付出很

大努力。千难万难，找对办法就

不难。越是在爬坡过坎的关口，

越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用发

展的办法解难题，遵循发展规

律，打基础、增底气，把发展的

主动权牢牢抓在手上。

巩固基础，就要坚持发展是

硬道理。新常态下，发展仍然是

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化解各种

矛 盾 和 风 险 ，归 根 到 底 要 靠 发

展。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

务，做到发展意识不淡化、发展干

劲不懈怠、发展势头不减弱。我

们 不 是 不 要 GDP，而 是 要 有 质

量、有效益、可持续的 GDP，这是

“发展是硬道理”战略思想的内在

要求。目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

些矛盾和问题，根源恰恰在于盲

目追求速度的旧思维、老路径。

只有顺应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

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

心，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

衡，让改革提供持续发展的内驱

力，让创新成为点燃发展的新引擎，努力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好、结构更优、后劲更足的发展新路，才能有效破解经

济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巩固基础，就要坚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最坚实的基础，

在强大的实体经济。企业好，经济就好，政府有税收、居民有就

业、金融有依托、社会有保障。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和培育有

核心竞争力的优秀企业作为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的出发点，这

是中央政治局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做出的重大论

断。无论是发展政策还是改革举措，都要着眼于让企业家提振

信心、放开手脚、大胆创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努力

培育出更多创新能力强、品牌价值高、市场前景好的优秀企业，

促进实体经济不断壮大，打牢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

巩固基础，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主体是人，发

展的目的是人，抓民生就是抓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着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保障民生建设资金投入，全

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食

品安全等问题，保障民生链正常运转。要积极引导民生需求，

稳定和逐步扩大消费，支持相关服务行业加快发展，培育形成

新的经济增长点，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

彰。要高度重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格外关注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雪中送炭办好实事，解决难题取信于民，让全体人民生

活更美好、有更多获得感。人民群众的共享、支持和参与，是推

进发展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根基。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巩固基础

，破解难题靠发展
—
—二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 华 社 石 家 庄 8 月 4 日 电 （记

者高博）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
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诞生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

《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至今还广为传
唱，它曾将无数热血赤子的心紧紧相连，
极大地鼓舞了军民士气，敲响了日本侵
略者走向灭亡的丧钟。

《团结就是力量》于 1943 年诞生在
晋察冀边区平山县黄泥区的一个小山
村，由牧虹作词、卢肃作曲。歌词朗朗上
口，节奏铿锵有力，体现了抗日战争最艰
难时期，八路军和老百姓团结一致，奋勇
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

1943年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实
行“抢光、杀光、烧光”的疯狂政策，那时敌
后抗日根据地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战
斗最紧张、最残酷，百姓生活最凄惨。

“自1940年以后，日本在华北地区扫
荡频繁，在我们平山就制造了东黄泥、岗
南等数起死亡超过百人的惨案，我的大伯
就在东黄泥惨案中被日军屠杀。”平山县
下槐镇东黄泥村70岁老人齐志忠说。

根据形势的需要，1942 年毛主席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倡文艺
工作者要更进一步地深入生活，反映生
活。牧虹和卢肃所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也组织小分队深入到河北平山和山西繁
峙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抵达平山后，

服务队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迅速
投入到当地减租减息斗争和保卫麦收的
工作中。

“当时服务队到达平山后，朝夕和百
姓生活在一起，不仅组织群众生产自救，
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还走入乡
村做演出宣传。广大农民为争取合法权
利，奋起斗争的行为和勇气深深触动了
这些文艺工作者。为了反映当时情形，
牧虹和卢肃就执笔创作了这部小型歌剧

《团结就是力量》。”平山县党史办副主任
郄新龙介绍。

歌剧剧情确定后，大家觉得结束有
些突然，缺乏终止感。综合大家建议，决
定由牧虹同志写词，卢肃同志谱曲，为该
剧增加一个幕终曲，《团结就是力量》这
首经典歌曲便由此诞生了。

根据记载，这首歌产生的另一层背
景是，随着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
社会上产生了一股消极抗战的逆流。牧
虹和卢肃意识到全社会各种力量共同抗
日的必要性，只有团结起来形成钢铁般
的力量才能无坚不摧。

这首歌曲一经演唱，就产生了强大的
号召力，很快传遍抗日前线，传到全国其
他地区，一时间成了民众的战斗口号和行
动准则，一些有志青年受到感染加入抗战
队伍，投身到反抗日军侵略的斗争中⋯⋯

如今，这首歌曲，从农村到城市，从
学校到部队，无论是歌咏比赛，还是军营
训练场，只要有需要加油鼓劲的场合，都
几乎是必选曲目。穿越空间、跨过时代，
70余载后《团结就是力量》仍传唱不衰。

在戎马一生的 89 岁抗战老兵刘
书才的记忆中，最难磨灭的就是 71 年
前，毛泽东主席在延安亲自为他题词

“光明正大”，并勉励时任连队副指导
员的他苦练精兵，坚决彻底地将日寇
赶出中国。

如今，刘书才每天都会一遍遍抚
摸着已被刻到铜牌上的题词。因为，
这则题词见证了共产党领导军队和群
众一心抗战的峥嵘历史。

1938 年夏，共产党要在饱经战火
洗劫的冀中建立根据地和武装。年仅
12 岁、还没有三八大盖枪高的刘书
才，在家人支持下报名参加了任丘鄚
州游击队。

“在亡国灭种的压迫下，只要是中
国人，就会起来抗争。至今，我都不后
悔当初的抉择。”刘书才记得，那年报
名参军的同龄人不少。

不久，任丘鄚州游击队改编为八
路军一二〇师独立第一旅。

齐会战斗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
大量歼灭日寇的战斗。在日军据点林
立的情况下，八路军集中优势兵力，歼
灭了日军一个大队。

那次持续 3 天 3 夜的激战，几近
胶着状态。在八路军连续进攻下，无
招架之力的日军最后投入了毒气弹，
包括贺龙在内的官兵，在被毒气弹袭
击情况下，依然前赴后继对敌发起连
续攻击。战后，一举歼敌 700余人。

13 岁的刘书才是二团七连通信
员。在距离前线不足一公里处，他目
睹了战斗全过程——时隔 76 年，那激
烈的枪声、炮声和一团团白色的毒气，
依然飘在耳边、浮在眼前。

那场战斗，独立第一旅 500 余名
官兵牺牲。

后调至营部任通信员的刘书才，
亲历了陈庄战斗。这场并非对称的战
斗中，八路军采取伏击，以劣势装备将
敌困于山头，经过 6 天 5 夜激战，大获
全胜。

这场战斗，独立一旅参谋长郭征
牺牲。

一年之内，两次大战、两次大捷。
刘书才感到，共产党真正是全体中国
人民抗日的先锋和主心骨。

同年底，13 岁的刘书才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共产党能带领
中国人民赶走日本鬼子。

1940 年春，刘书才随部队转战
晋西北。一次，日军夏季扫荡期间，
刘书才和 5 位战友因伤寒病被转隐藏

在群山里。
那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日子：因日

寇采取坚清壁野式的“三光”政策，缺
医少粮的刘书才险些被困死。即便后
来找到了部队，忍饥挨饿的日子也未
能改变。当时，严重缺乏维生素导致
官兵们普遍患上夜盲症，一到晚上，有
时连哨兵都派不出来。那时一旦患
病，十有八九就会丢命。

在这种极度恶劣的环境中，共产
党人也从未放弃抗日的决心。在晋西
北，一场场八路军大捷的消息，频频传
向全中国。

后来，刘书才所在的独立一旅，跨
过黄河，移防至绥德，接替在南泥湾开
荒大生产的 359 旅，担负保卫陕甘宁
边区和黄河河防任务。

一场特殊的抗战形式，在黄河之
滨轰轰烈烈掀开。积极响应党中央

“大生产运动”号召的独立一旅官兵，
人手一台纺线机，织布换钱买粮。最
多时，一名战士每天能纺十两棉花线。

夏天生产，冬天练兵。经过连续
几年的大生产运动，部队基本解决了
物资供应匮乏的困难。各抗日根据地
军民已对敌展开了局部反攻。一时
间，捷报频传。

为迎接抗日战争全面反攻的到
来，做好充分军事斗争准备，独立一旅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练兵运动。

1944 年，时任连队副指导员的刘
书才经严格筛选，被确定为大会代表，
出席在延安召开的总结交流大练兵运
动经验学习代表大会。

会后，毛泽东主席宴请会议代表
吃饭、看戏。期间，机灵的刘书才掏
出笔记本请毛主席题词。毛主席挥笔
写下了“光明正大”四个字，并勉励
他苦练杀敌本领，早点把日寇驱逐出
中华大地。

“光明正大，是我们共产党人和革
命者所特有的品格，这是我们夺取胜
利的锐利武器。毛主席的教导，正是
鼓舞我们牢记我军宗旨，坚持勇敢地
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奋斗。”71
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一幕，已在刘书才
老人心中定格。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人铭记那段历
史，让下一代受教育，刘书才将毛主席
的题词原件交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自己在家中留下了一块刻有
题词的铜牌。

近日，刘书才又赋诗一首，感怀那
段悲壮的抗战征程：抗战胜利七十春/
日寇侵华罪恶深/惨痛历史应铭记/保
家卫国要强军。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新华社西安 8月 4日电）

刘书才：

毛主席勉励我去打鬼子

《团结就是力量》：

凝聚奋进力量 奏响抗战强音

8 月 4 日，观众参观“华侨与抗日

战争”主题图片展。当日，由国务院侨

务办公室主办的“华侨与抗日战争——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年”主题图片展在北

京国家游泳中心开幕。本次图片展共有

图片 100 幅，分为“‘七七事变’前华

侨的抗日救亡运

动”“全面抗战

爆发，华侨抗日

救亡运动掀起高潮”“参加侨居地反法

西斯斗争”“永恒的纪念”与“牢记历

史、莫忘国耻”五个部分，计划展期两

个月，图片展还将在全球约 20 个国家

和地区巡展。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4 日电 7 月 31 日，北京携手张家口成
功获得 2022年冬奥会主办权。一些国家领导人及组织近日向
我领导人和机构致函表达祝贺。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
夫向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表示，北京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
再次展现出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相信中方将高水平成功举
办 2022 年冬奥会，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哈萨克斯坦总
理马西莫夫向李克强总理发来贺信表示，哈方愿同中方一道，
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作出贡献。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习近平主席致函表示，相信 2022年冬
奥会一定会办得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一样精彩，俄方愿在
2022年冬奥会筹备工作中向中方提供全力协助。

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就北京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
会向李克强总理发来贺信。

此外，还有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也通过不同方式
对我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表示祝贺。

一些外国领导人就我成功申办
2022 年冬奥会致函表示祝贺

“华侨与抗日战争”主题图片展在京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