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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25 日讯 记者吴佳
佳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规划纲要提
出，到 2030 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
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预期寿命较目前
再增加约3岁，达到79岁。

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和行动纲领，纲要明确了健康中国建设
的目标：到 2020 年，建立覆盖城乡居民
的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健康素
养水平持续提高，健康服务体系完善高
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

体育健身服务，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
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主要健康指标居
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促进全
民健康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
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

健康服务质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
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公
平，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
列。到2050年，建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相适应的健康国家。

（《规划纲要》全文见二、三版）

中国三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吸引了
欧洲业界的广泛关注。当地普遍观点认
为，中国经济今年以来表现出的稳定性令
人印象深刻，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政府一系
列宏观调控措施的成效，不仅给新兴市场
吃了一颗“定心丸”，也为处于低迷态势的
全球经济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

欧洲主流业界对中国经济表现出的
“示范”作用表示认同，同时对中国政府
实行的一系列宏观调控“组合拳”给予了
积极的评价。欧盟智库欧洲学院资深研
究员弗里曼认为，从全球经济层面看，作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连续保
持中高速稳定增长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
正面积极的刺激作用，同时也提振了当
前的市场信心。其次从中国国内经济层

面看，韧性依然具备。中国政府在经济
增长“换挡期”实行了一系列宏观调控
政策，在外需持续疲弱的不利情况下，
第三季度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进一步凸显，说明政府的政策调控已经
初显成效，也使外界感受到体量庞大的
中国经济依然具备相当韧性。

有当地观点认为，中国三季度经济
数据背后体现了中国内部经济环境的
积极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为中国经济维
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原动力。负责海
外投资事务的丹麦外交部官员尤里可
表示，中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既
是“惊喜”，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惊喜”
是因为中国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实际成
效好于外界预期，尤其是考虑到当前全

球经济整体态势仍然复杂，各种不确定
的政治经济因素都在干扰业界对全球
经济走向的判断和预估，中国经济能够
保持连续三个季度的稳定增长实属不
易。说到“不意外”，尤里可坦言，中国
政府在应对近年来本国经济增长变化
时表现出的耐心和定力让他印象深刻，
中国积极实行的结构性改革也取得了
明显成效。近期他注意到中国吸引外
来投资的模式正处于开放性变化中，海
外公司来华投资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正
是因为拥有无数个诸如此类的积极变
化，中国经济才能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针对欧洲有个别媒体质疑中国三
季度经济统计数据“过于完美”，巴黎政
治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认为，是时候让少

数媒体摘下他们的“有色眼镜”了。据
他了解，中国官方的统计核算方式具有
相应法律保障，相比其他国家，他不认
为中国在经济数据统计的具体方法上
存在任何“特殊性”。弗朗索瓦指出，当
前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步入了再平衡阶
段，三季度取得GDP增长6.7%的成绩，
为中国政府此前设定的 6.5%-7%的全
年增长目标进一步夯实了基础，中国百
姓的生活水平与质量在不断提升，这是
实实在在的成绩单。他不理解为何少
数人对这些变化“选择性失明”。弗朗
索瓦建议，拘泥于一时的经济统计数据
不利于促进经济改革，中国应着眼长
远，继续加紧国内结构性改革进程，充
分挖掘市场潜力。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强调“不忘初
心”，就是为了警醒全党，永远保持建党时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
民的赤子之心，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
和纯洁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
立场。95 年风雨如磐，中国共产党紧紧
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从“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到“半床被子”
的情谊，体现出共产党人时刻将广大群
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将自己深深根植
于人民之中，是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根
本保证；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最牢固
的执政根基。我们党始终强调，执政党
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
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加强和改进党的
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
危险就是脱离群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站在关
键历史节点上的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强调自我革命、强化自身建设。历
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
境越复杂，我们越要从严治党，巩固党统
领全局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从整治“舌尖上
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
张”，到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公款吃喝旅
游、“小金库”、“吃空饷”⋯⋯针对干部群
众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中央下决心清理整顿，刹住了歪风邪
气，攻克了许多司空见惯的作风难题，清除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的社会痼疾，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党风政风和社会风
气焕然一新。

“面向未来，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任务还很
重，巩固党风廉政建设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的任务还很重，解
决党内作风上深层次问题的任务还很重。”在中央政治局“三
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一连用了 3 个“任
务还很重”告诫全党，要清醒认识作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
性。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继续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理论联
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和民主集
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坚决地坚持
下来、严格起来，始终保持、不断强化党内教育，真正做到“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走进重庆市城口县的大巴山深处，
只见绿意葱茏的乡间渐次染上了灿烂的金色，加上错落有致
的农房、蜿蜒盘旋的乡村公路点缀其中，一幅秀丽的大巴山乡
村美景图跃入眼帘。

眼下正是城口县高山核桃收获的季节。在高观镇双竹
村，三五成群的村民们正在核桃地里忙得不亦乐乎，丰收的喜
悦溢于言表。“去年初才栽下去的 240 棵核桃树，今年就收了
1000 多斤核桃，按目前的市场价格来算，可增收 1 万多元。”
双竹村 1 社村民刘仁强喜笑颜开，“要没有党支部，还真找不
到这条致富的门路”。

在重庆，城口是出了名的贫困县，双竹村则是城口县有名
的穷村，这里的村民人均年纯收入曾经不足 2000 元。乡亲
们想脱贫、盼致富，怎么办？“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城
口县高观镇相关负责人说，2013 年，为了激活基层党组织的
活力，镇党委将新招来的大学生王文明选派到双竹村担任村
党支部书记，同时吸纳了 3 名党性强、有文化、有干劲的党员
进入“两委”班子。

院坝会是双竹村党支部与贫困户面对面沟通的主要渠
道。最近3年来，小小的院坝会在双竹村不知开了多少次，一
次比一次短，一次比一次聚人心。“实打实地摆问题、找路子。”
村民刘力勇说，村干部不仅带领村民修路，开展环境整治，而
且帮助乡亲们发展产业，还建起了网络销售平台。记者了解
到，在村党支部带领下，双竹村目前发展各类蔬菜 500 亩，种
植核桃200多亩，全村12户人家办起了“大巴山森林人家”农
家乐，2015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下转第十五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30年我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强基固本

不忘初心
本报评论员

重庆：

基层党建增活力
脱贫攻坚见实效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欧洲业界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成绩单实实在在
本报驻布鲁塞尔记者 陈 博

经济增速放缓、结构深入调整、去产
能步入关键期⋯⋯2016年，面对错综复
杂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我国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成为经济
运行的一大亮点。前三季度，我国城镇
新增就业1067万人，提前一个季度完成
1000万人以上的全年预期目标。

就业的积极变化，不仅表现在就业
人数的稳定增长，还体现在就业结构的
持 续 优 化 。 第 三 产 业 占 就 业 比 重 自
2011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后逐年增加，
现在已成为吸纳就业的绝对主力。今
年，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五大幸
福产业”对吸纳就业的作用尤为突出。
今年前 8 个月，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
人员同比下降0.6%，其中第二产业下降
1.9%。但服务业中的“五大幸福产业”
从业人员数却同比增长2.5%。

今年年初，有观点认为，在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一些中小型企业倒
闭，就业岗位将随之受到冲击，甚至预测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产能过剩行
业的调整可能会影响几百万人的就业。
但就业市场逐年呈现的稳定态势，足以
让广大劳动者对未来充满信心。

“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还很
大。预计到‘十三五’末，第三产业吸纳
就业占比将超过 50%，带来更多的就业
机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
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对就业贡献率
也在不断上升。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
登记市场主体 1211.9 万户，比去年同期
增 长 13.7% ，平 均 每 天 新 登 记 超 4 万
户。同时，双创政策的深入推进和返乡
创业支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让农民工
等人员返乡创业意愿不断增强。

共享经济的茁壮成长，也催生出新
的就业形态。今年以来，随着移动支付、
网络租车、远程教育等新技术、新应用的
不断发展扩大，网络消费在去年高增长
的基础上仍保持快速增长。汽车共享、

住宿共享、社区服务共享等新经济形态
不断涌现，产生了大量新增就业机会。

当然，就业不能只看眼前、看局部、
看“单科”，更要看趋势、看全局、看“总
分”。在看到就业形势总体平稳、积极因
素增多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多重压力交
织叠加下，就业领域依然面临巨大挑战。

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
然很大。据测算，未来几年要保持失业
水平不上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不
能低于1000万人。另一方面，我国经济
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就业
领域也面临着诸如市场用工需求趋弱、
部分企业稳岗减员压力加大等问题，受
此影响，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凸显，“就业
难”和“招工难”并存现象将长期存在。

专家指出，在就业形势更趋复杂的
情况下，要多措并举，稳定实体经济增
长，加强财税、金融、产业、投资等多项政
策的协同配合，促进就业岗位持续供给，
保证就业总量不断增加。同时，还要积
极推进就业转型，降低结构性失业风险，
实现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就业稳定增长 结构持续优化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上图 10月25日，河南项城乐普药业公司的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当地依托
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医药产业，形成医药产业集群，带动群众就业。据统计，今年前
三季度，河南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11.36万人。 徐启华摄

钢铁煤炭去产能有望提前“交卷”

研发高速磁浮旨在做足技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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