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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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
2016年7月

农历丙申年五月廿九

第12039号 （总12612号） 今日 8 版

日3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
书店发行。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日电 中共中央
办公厅 7 月 2 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

通 知 指 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七 一 ”
重要讲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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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回顾了我们党
9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
走过的光辉历程和作出的伟大历史贡
献，深刻阐明了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
的规律性认识，深刻阐明了我们党的执
政理念和执政方略，深刻阐明了我们党
对重大国内外问题的原则立场，以不忘
初心、继续前进为主题，明确提出了面向
未来、面对挑战，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

工作、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自身建
设的要求，科学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
展的光明前景，是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的政治宣言，是指引我们党奋力推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对团结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领导下，满怀信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奋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
意义。

通知强调，要把学习讲话同学习党
的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理解精髓要义，尤

其要深刻理解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重
大意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同学习中国近
代以来的历史，学习党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史、改革开放史结合起来，进一步坚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同破解改革发展稳
定的实践难题结合起来，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结合起
来，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同各地区各部门
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贯穿“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全过程，增强学习效果。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
要把讲话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及时组
织开展专题研讨，力求学深学透、融会贯

通。要把讲话精神融入各级党校、行政
学院、干部学院培训教学的相关内容，融
入大、中、小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内
容，推动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
脑。各级党委讲师团要围绕讲话精神，
组织好面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的宣讲
活动。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各自实际，组
织好广大党员、干部的学习。对干部群
众在学习中提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和理论
问题，要深入做好阐释引导工作，析事明
理，解疑释惑，帮助干部群众全面准确
理解和把握讲话精神。各级党报、党
刊、电台、电视台要深入阐释解读讲话精
神，宣传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的
热烈反响，反映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
讲话精神、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和
工作成效。

只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

化、永不停滞”，才能“继续在这场历史性

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

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面向未来、面对

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重要要求。全党同

志一定要顺应时代变化，始终把改革创

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不断

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

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懈探索

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永葆党

的生机活力，永葆国家发展动力。

要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

新。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

境。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取得胜利，关

键是我们党不断推进其中国化，根据时

代和实践要求，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今

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远远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

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

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

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

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进一步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

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

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不断开辟二十一

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

界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

酿新突破的发展格局，只有坚持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才能抓住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金钥

匙”；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

济发展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推

动经济更有效率、更有质量、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发展，形成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

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机制和环

境；只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才能协同推进人民

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

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我们必须以勇

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

改革，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

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必须坚持党领

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法律权威，弘扬

宪法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勇于变革，勇

于创新，不能只是口号。各级党委应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增强改革定力，聚集改革资

源，激发创新活力，抓实目标任务、精准

落地、探索创新、跟踪问效、机制保障，更

加富有成效地抓好改革创新工作。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勠力同心、不懈追求、接

力奋斗，锐意改革创新，我们必定能到达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勇 于 变 革 勇 于 创 新
本报评论员

7 月初，有“梯田王国”之称的甘肃庄浪县夏粮丰收在望。庄浪是全国第一个“梯田化模范县”，遍布全县的近百

万亩层层梯田如雕如塑，如诗如画。近年来，庄浪县大力建设“梯田产业强县和生态文化名县”，截至 2015 年底，全

县水土流失治理程度达到了 75.5%，粮食总产量达到 21万吨，发展果园 65万亩。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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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
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陈锦华同志，因病于 2016 年 7 月 2 日 15 时 56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87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

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陈锦华同志逝世
陈锦华同志遗像

。

新华社发

为 伟 大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点 赞 ！
——网民热议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庆祝活动

为 实 现 中 国 梦 添 砖 加 瓦
——各地各部门干部群众热议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第二版） （第二版）

庄浪梯田入画来

“三夏”时节，菜乡山东寿光“田
家少闲月”。让我们惊奇的是，这里
的工业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总投资
160 亿元的国华寿光电厂工程顺利
推进，晨鸣纸业 78 亿元高档低定量
铜版纸项目正投产达效，富康 6 亿
元医药产业园即将收获喜悦⋯⋯

寿光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势头看
好。今年 1 至 4 月，规模以上工业
企 业 实 现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563.2 亿
元、利税 39.8 亿元、利润 26 亿元，分
别增长 2.2%、15.0%、7.9%。

“寿光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关键
在于立足本地产业基础和优势，让传
统产业提质增效，让新兴产业更富竞
争力。”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老产业“脱胎”形成新优势

造纸、化工等传统产业占比高，
寿光产业转型压力巨大。他们围绕
家底做文章，不断提升产业品质，推
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寿光市经信局局长韩成吉告诉
记者，目前寿光的8个百亿级新兴产
业中，新型防水材料、橡胶新材料、
木制品等产业，都是从老产业脱胎
而来，“到 2020 年，这 8 个产业的主
营业务收入将占全市总量的2/3，新
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呼之欲出。”

防水材料是寿光工业重镇台头
镇的支柱产业。上世纪 90 年代，这里靠一口大铁锅、一根
搅拌棍、一卷油毡纸，“熬”成了全国最大的建筑防水材料产
业基地，也熬出了滚滚黑烟和刺鼻气味。小作坊林立、污染
严重一度让台头镇“抬不起头”。

说起变化，寿光防水行业协会会长郑家玉无限感慨：
“过去，台头镇防水企业有 500 多家，年产值不足 5000 万
元；现在，新型防水材料企业 100 多家，年产值却达 50 多亿
元；以前，防水油毡寿命最多二三年，而今，用于高铁上的新
型防水材料寿命可达 100年。”

从 2003 年开始，寿光实施扶优限小政策，关停并转
100 多家防水材料小作坊。自 2010 年起，台头镇用两年时
间，在全国率先全面淘汰油毡等落后产能和低端产品，累计
关停不达标企业 300 多家。减掉“赘肉”的同时，他们又在
三年内引进建设改性沥青防水卷材、高分子防水材料等 40
多个高端防水项目，让企业“强筋壮骨”。台头防水产业实
现浴火重生，成为全国高端防水产品的主产地。

“在同行业还在手工操作、机械生产之时，我们率先向数
字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中央数控、自动码垛、智能仓储等先
进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在同行业还在为扩能达产殚精竭虑
之际，我们率先强制应用化石粉密封仓储、导热油热载体等
节能环保技术，所有的液态沥青都通过地上、地下的密闭储
存罐直接进入生产流水线；在同行业大打‘价格战’之时，我
们率先开拓高铁地铁、机场核电、海绵城市等国家大型工程
和新兴市场领域，重点发展高分子防水材料、环保型防水涂
料等新型材料，实现了产品换代、市场换新。”郑家玉说。

借助寿光防水行业协会这个产业集群服务平台，台头
镇防水企业实现了联合创新、抱团发展。协会先后牵头组
建了防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中国防水行业知识产权
保护联盟，成立了齐鲁防水装备应用技术研究所，帮助 4 家
企业建成省级研发中心，累计获得国家专利 224 项，参与编
制国家标准 28个。 （下转第三版）

转型升级看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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