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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发
挥党校作用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要保证。为适应党和国
家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更好地促进党校事业发展，
现就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各级党校在干
部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进我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现在，我们党正带
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致
力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办好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于锻造一支能够担当重任
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实现
党的执政使命，迫切需要按照建设学习型、服务型、
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进一步发挥党校
培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作用，推动党员领导干
部强化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
新思维、底线思维，全面提升能力素养，解决新形势
下能力欠缺、“本领恐慌”问题，更好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
治建设，提高党员干部思想理论素养和党性修养。
现在，一些干部不合格，主要是思想政治素质不合
格；一些干部出问题，根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出问题。党校承担着强化理论武装、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职责，肩负着加强党性党
风教育、传承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重要使命。加强
和改进党校工作，充分发挥“三个阵地、一个熔炉”的
重要作用，有利于推动党员干部落实“三严三实”要
求，从思想、政治、作风等方面严起来、强起来，做到
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的
任务落到实处。

（三）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是促进党校事业健康
发展的紧迫课题。伴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校事
业取得历史性进步，各方面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
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
定位不准，没有突出党校有别于一般学校和社会培训
机构的特色和优势；有的主业主课不突出，存在重一
般知识技能培训、轻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现
象；有的教学针对性实效性不强，不善于运用科学理
论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有的在管理上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导致学风不好、校风不正；有的对党校重视不
够，投入不足、保障不力，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党
校事业发展和党校作用发挥，必须认真解决。

二、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

（四）坚定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是党校
办学第一位的要求，是党校姓党最重要的标志。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
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
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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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 12 月 13 日电 记者薛海燕报
道：中共中央、国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市侵
华 日 军 南 京 大 屠 杀 遇 难 同 胞 纪 念 馆 举 行
2015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李建国出席并讲话。

李建国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
隆重举行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缅
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
先烈和民族英雄。此时此刻，抚今追昔，人类
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一幕再次浮现在我
们眼前。无论时间过去多么久远，历史都会
记住这一天。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具有世界
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教科书，将向所有世
人和来者表明“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
谖，祈愿和平”。

李建国强调，我们公祭遇难同胞，缅
怀抗战先烈，谴责侵略暴行，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
的向往和坚守，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
的未来。但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任何
美化侵略战争、试图开历史倒车的言行，
防止历史悲剧重演。1972 年中日两国实现
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经历风雨，取
得长足发展。中日两国应该在 《中日联合
声 明》 等 四 个 政 治 文 件 确 定 的 原 则 基 础
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不
断推进睦邻友好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平和
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

李建国指出，今天我们告慰遇难同胞和
抗战先烈：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铭刻在中华
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中，中华民族任
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了，当代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地前进在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征程
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十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弘
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

国务委员王勇主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
副主席刘晓峰和中央军委委员赵克石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民主党
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江苏
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式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15年
南 京 大 屠 杀 死 难 者 国 家 公 祭 仪 式

12 月 13 日上午，2015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近万名社会各界人士齐聚纪念
馆集会广场，一起祭奠 78 年前在这座城市死难的
同胞。

上午 9 点 56 分，集会广场上响起了庄严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场肃立，海陆空三军仪仗队
迈着铿锵步伐走上公祭主席台，公祭仪式开始。

10 点，全城响起警报。这一刻，车船止行、行
人驻足，人们放下手头工作，向 78 年前的死难者
和国家英雄致敬、默哀。这一刻，南京城一片寂
静，一片肃穆。

随着时间的流逝，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越来
越少。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统计，目前大屠杀幸
存者只剩 100 余人，幸存者葛道龙老人说：“我
希望日本承认当年的罪行，正式向中国人民道
歉。”

“惨啊，死人无数！”92岁的岑鸿贵老人当年目
睹了日军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老人激愤地说，“这段
历史，这血的教训怎么也不能忘记，忘记就是背
叛”。

幸存者濮业良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去年我
是去寺里家祭的，今年到现场参加公祭仪式，感触
很深。”1937 年 12 月，日军攻占南京，15 岁的濮业
良躲到难民区，但仍被日军抓走关押。他亲眼目

睹日军以难民登记为由四处搜捕中国士兵，身为
平民的表哥沈启全被带走押上卡车，再也没有回
来。濮业良说，他时常会给儿孙们讲起当年的经
历，“告诉他们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和平生活”。只
要儿孙们有时间，他还会带着他们去参加江东门
纪念馆举行的家庭祭告活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
具有世界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历史教科书，将向所
有世人表明“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
愿和平”。公祭遇难同胞，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
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
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参与公祭仪式的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一（六）班学生戴昕告诉记者，
通过国家公祭，她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作为国家未
来的栋梁，青少年要铭记历史，为维护世界和平作
出自己的努力。

除了公祭仪式外，13 日当日南京还举办了多
场纪念活动。上午 10 点，在南京市的 17 处大屠
杀遇难同胞丛葬地、12 个社区和部分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悼念死难者活动与国家公祭同步举行；下
午 3 点，中日韩僧侣、两岸三地佛教界和南京市宗
教界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的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世界和平法会”；晚 6 点，
社会各界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的祭奠广场举行了烛光祭。

珍 爱 和 平 开 创 未 来

本报讯 记者吴秉泽 王新伟报道：贵州省
明确在“十三五”时期，将围绕“守底线、走新路、奔
小康”总要求，突出实施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
行动。

“如果到 2020年贵州不能与全国同步建成全
面小康社会，就会拖全国全面小康的后腿。”在中
共贵州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上，贵州省代省长孙
志刚说。

近年来，贵州省“弯下腰来拔掉穷根”，实施精
准扶贫“六个到村到户”，探索出了“摘帽不摘政
策”“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等扶
贫措施，初步形成了一套可信可行、可学可用、可
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创造了全国扶贫开发
的“省级样板”。

但总体来看，贵州的扶贫攻坚任务还很艰巨，
是我国目前唯一一个贫困人口超过 600 万的省
份，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0.8 个百分
点。

虽然任务繁重，但贵州决心动员全社会参与，
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抓好产业扶贫等举措，分
类施策，确保到 2020 年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贫，
所有贫困县摘帽，打赢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
脱贫这场攻坚战，不让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据了解，贵州计划通过产业帮扶、转移就
业、生态移民搬迁、医疗救助等举措，帮助 465
万贫困人口脱贫，对 158 万无力脱贫的贫困人
口，则通过农村低保实行政策性兜底脱贫，预
计到 2019 年，该省 50 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将实现摘帽，9000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退出。

“大数据是我省弯道取直、后发赶超的大战
略、大引擎和大机遇。”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说，实
施大数据战略行动，不只是要把大数据作为产业
创新、寻找“蓝海”的战略选择，同样重要的是要把

大数据作为“十三五”时期贵州发展全局的战略引
擎，更好地用大数据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广大
民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2014 年以来，贵州发挥气候、能源优势，将大
数据产业作为转型升级、后发赶超的战略重点来
抓，以大数据引领产业升级，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实招频出，大数据产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

目前，贵州省已经上线运行了全国首个省级
政府企业数据统筹交换共享平台——“云上贵
州”，获准创建国家级贵阳·贵安大数据集聚发展
示范区⋯⋯今年前三季度，该省计算机、通信和其
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增长 68.2%，成
为增幅最大的产业。

据了解，“十三五”时期，贵州省将继续加快
发展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推进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促进数据资源共享，打造全国大数据发展战略策
源地、政策先行区、创新引领区和产业聚集区。

贵州勾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发展蓝图——

大扶贫拔掉穷根 大数据后发赶超

这是 12月 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2015 年临近收官，世界经济
复苏势头仍不明朗，当前我国经济
形势到底如何，能否完成年初制定
的全年经济预期目标，为明年“十三
五”规划顺利开局打好基础，成为全
世界共同关心的话题。从今年我国
经济运行总体态势看，我国经济发
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

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
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
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
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国
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
长。本报从今日起推出“中国信心
从何而来”系列评论，敬请关注。

（九版）

本报今日起推出“中国制造业品牌”系列特别报道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制造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一个
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中国早已
是制造业大国，近些年来，面对不断
变化的经济形势和国际竞争态势，我
国制造业企业主动在技术能力、管理
水平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对标，努力
抢占技术和市场的制高点、走向世界
舞台，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叫得响的

“知名品牌”“隐形冠军”。如何总结
过往的成功经验，继续提高企业水
平，扩大品牌知名度，推动制造强国，
成为当前我国制造业的努力方向。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系列报道，介绍一
批知名中国制造业品牌在打造核心
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塑造“中国制造”
金字招牌中的经验、做法及其思考，
敬请关注。 （五版）

本报今日起推出“中国信心从何而来”系列评论

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
要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但并非不要
政府的作用；意味着要把眼光放长
远，强调长期的可持续发展，但并非

不管短期的发展；意味着要深化改
革，完善体制机制，但并非短期宏观
调控不重要。从中长期看，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稳增长是一致的。

内页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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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并非二选一

□ 本报记者 薛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