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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食为政首。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首

要之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

的党中央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
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
安 全 的 新 战 略 ，“ 饭 碗 论 ”“ 底 线 论 ”“ 红 线
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粮食
安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
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
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且为维护世界粮食安
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之路

一国的粮食安全离不开正确的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而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源于对国
情的深刻把握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深刻洞悉。

我国粮食安全新战略发轫于 2013 年。
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是一次高规格布
局粮食安全的重要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体出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对新时期粮食安
全战略进行了系统阐述。他强调粮食安全的
极端重要性，“我国 13 亿多张嘴要吃饭，不吃
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他告
诫，“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
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饿肚子的岁月不能忘！吃一顿饱饭可
能很快会忘记，但饥饿留下的印象却让人永

生难忘。曾几何时，中国人有过凭“票”吃饭
的日子，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直接关系人
最基本的权利——吃饭；“吃饱饭”曾经是困
扰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的一件难
事。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粮食不足，国家的
发展就会受到延滞，甚至会受制于人；世界

上真正强大的国家，都是能确保自己粮食安
全的国家。

粮食安全这根弦不能松！习近平总书记
说，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中国的事就稳得
住。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 （下转第二版）

新华社北京 2 月 29 日电 （记者刘

华）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越共中央总书
记阮富仲特使、中央对外部部长黄平君。

黄平君转达了阮富仲总书记致习近平
总书记的口信。阮富仲在口信中表示，越
中两国是有悠久友好传统的近邻，都是共
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多相同的
根本利益。发展良好稳定、全面互利合作
的友好关系既是历史责任，也是客观需要，
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两党关
系一直对双边关系发展发挥着重要引领作
用。我们希望同中方同志们一道，落实好
双方高层领导人的共识，加强高层交往，推
动并提高经济及其他各领域合作效果，加
强两党两国各部门和地方、民间交流合作，
维护海上和平稳定，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为本地区
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习近平感谢阮富仲的口信。习近平
说，中越两党总书记互派特使，就党内和
国内重要情况相互通报和致贺，是两党重
要传统。此次越共十二大召开后，我们两
党延续并发展了这一友好传统，对增进两
党两国政治互信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中越两党两国是命运
共同体，发展中越关系是我们的历史责
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中
方愿同越方一道，继续秉持“十六字”
方针和“四好”精神，保持高层互访传
统，增进政治互信，加强党建交流，推
进务实合作，妥善处理有关分歧，推动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长期健康稳
定发展。

黄平君通报了越共十二大情况，表
示越方将同中方一道努力，认真落实两
党总书记重要共识，推动越中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习近平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综述
本报记者 瞿长福 乔金亮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冲波逆折处更显雄
伟壮丽。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3 年，在人民军队 89
年辉煌历程中意义非同寻常——

这 3年，宏图绘就。习主席站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鲜明提出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一支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这 3 年，开新图强。从制定新形势下军
事战略方针，到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依法治军，从抓整顿、抓备战、抓改
革、抓规划，到确立更加注重聚焦实战、创
新驱动、体系建设、集约高效、军民融合的
军队建设发展战略指导⋯⋯习主席统领三军
开启强军兴军新征程。

这 3 年，砥砺奋进。全军和武警部队广
大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勠力同心、锐意进

取，重整行装、革弊鼎新，沿着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阔步前行。

强军目标，伟大梦想凝聚力量

“我们一定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以国
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念，以国防和军队
建设为念，夙夜在公，恪尽职守，全力做好工
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决不辜负全军
广大官兵的期望。”

2012 年 11 月 15 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
幕，习主席主持召开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
常务会议，掷地有声的宣示，彰显党的领袖、
军队统帅励精图治的历史担当和决心意志。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机遇和挑战同时摆
在面前。

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

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
力和信心——这是习主席对当代中国所处历
史方位的科学判断。

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
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
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这
是习主席对前进道路上艰难曲折的清醒洞察。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
队，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现在，虽然维护国
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们可以灵活运
用、纵横捭阖，但千万不能忘记，军事手段始终
是保底的手段——这是习主席对国家安全和
发展战略全局的深邃思考。

把握今天的发展坐标，标定明天的前进
方向。 （下转第六版）

2015 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按

照惯例，《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如期发布了，公报中的笔笔数据、张张

图表如实展现了过去一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所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这一年，面对世界

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

的复杂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以新思想引领新常态，以新理念指导

新实践，以新战略谋求新发展，坚持改革发展

稳定，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巨大的新成就，圆

满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三五”

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便于读者更好地全面准确把握 2015

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需要抽出其中主要方

面和主要脉络，结合统计公报的内容，谈一些

体会，以飨读者。

一、实现6.9%的经济增长，
来之不易又十分珍贵

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 67670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9%。尽管经济增速比上年有所

放缓，但来之十分不易，不仅有较高的含金

量，而且对稳定就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

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十分抢眼。

6.9%的增速稳住了就业。就业形势好于

预期，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2 万人，农民工

总量比上年增长 1.3%；物价水平较为稳定，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1.4%；农业生产形势较

好，粮食产量增产 2.4%，实现“十二连增”。

这些情况表明，尽管与过去两位数左右的高

速增长相比，6.9%的增速有所回落，但稳定增

长态势没有改变，继续处在合理区间，同时稳

住了就业和物价。

6.9%的增速来之不易。2015 年，世界

经济复苏持续乏力，国际贸易延续低迷态

势，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地缘冲突加

剧；国内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去产能

去库存与稳增长、融资难融资贵与财政金融

风险上升、“走出去”与国际市场萎缩等两

难多难问题更趋突出，趋势性、阶段性、周

期性矛盾相互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在这样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

6.9%的增速难能可贵。

6.9%的增速“含金量”较高。随着经济规

模的增大，6.9%的增速所对应的经济增量超

过 5000 亿美元，不仅相当于我国上世纪 90 年

代初期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目前

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从世界

范围看，6.9%的经济增速仍然是比较快的增

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2015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2.4%，日

本增长 0.4%，印度增长 7.5%；根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最新预计，欧元区增长 1.5%，南非

增长 1.3%，俄罗斯下降 3.7%，巴西下降 3.8%。

6.9%的增速稳住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突

出贡献。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经济平

稳较快增长，有力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为世界

经济复苏作出重要贡献。2015年，我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25%，名列前茅。我国经

济仍然是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增长之源。

二、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协调发展成效明显

党中央、国务院一方面加快体制机制改

革，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向和

配置；另一方面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坚定不

移地调结构、转方式，既坚定淘汰落后产能和

化解过剩产能，又加大对符合结构调整和转

型升级方向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经济结构

加速优化、更趋协调。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加大。全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8.3%，增速比

第二产业快 2.3 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50.5%，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比

第二产业高 10个百分点。

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年

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比上年

提高 15.4 个百分点。同时，投资结构不断优

化。全年基础设施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分别比上

年增长17.2%和17.0%，分别比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增速快7.2个和7.0个百分点，占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分别为18.4%和5.9%，

比上年分别提高1.2个和0.3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年末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为 56.10%，比上年末提高 1.33 个百分

点。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全

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为 2.73，比

上年降低 0.02。

中西部一些主要指标增速快于东部。中

西部地区主要指标增速快于东部。全年中、

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

东部地区 0.9 个和 1.1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于东部地区 2.8 个

百分点。 （下转第十二版）
（统计公报见十至十二版）

取得巨大新成就的收官之年
——《2015 年统计公报》评读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许宪春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推进强军兴军纪实

新华社北京 2 月 29 日电 （记者刘

华） 国家主席习近平 29 日在人民大会
堂接受 10 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他
们是：马耳他驻华大使卓嘉鹰、荷兰驻
华大使凯罗、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东
帝汶驻华大使贲迪拓、巴哈马驻华大使
戈麦斯、捷克驻华大使科别茨基、澳大
利亚驻华大使安思捷、拉脱维亚驻华大
使塞尔嘉、摩尔多瓦驻华大使乔科伊、
老挝驻华大使万迪。

习近平欢迎各国使节来华履新，请
他们转达对各有关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
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积极评价
中国同各国的良好关系及中国人民同各
国人民的深厚友谊，指出中国高度重视
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愿巩固传统友谊，
推进互利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在

多边组织中的合作。中国政府将为各国
使节履职提供便利和支持，希望各位使
节在任职期间，为推动中国同有关国家
的关系和各领域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各国使节转达了各自国家领导人对
习近平的亲切问候和对中国人民的美好
祝愿，积极评价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使节们表
示，各国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关系。他
们对出使中国深感荣幸，愿竭尽所能，
致力于推动各自国家同中国的友好合
作，加深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相互了
解，实现互利共赢。

同日，习近平还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阿利莫夫，希
望他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各领域合作作
出新贡献。

习近平接受十国新任驻华大使递交
国书并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新任秘书长2 月 29 日，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杨和镇春播现场会上，农户在田间播种春小麦。近日，随着

天气回暖，宁夏引黄灌区春播工作陆续拉开序幕。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详见五版详见五版））

特 色 立 镇 动 能 足
——记浙江创建特色小镇的探索实践（下）3 版

延 迟 退 休 方 案 年 内 出 台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

社部部长尹蔚民、副部长游钧回应了延
迟退休、基金“穿底”、医保整合三大社
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尹蔚民说，人社部
将于2016年拿出延迟退休方案，并向
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供给侧改革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解决政府过

度干预或过度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提出的
改革思路，本质上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这
只“有形的手”，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场
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3 版 9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