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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为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
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日
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的意见》。

《意见》指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
党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

凝结着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
统。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系人民
军队建设根本方向，关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
发展，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前途命运。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全面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
上为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
全军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
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意见》还对全军各级全面深入贯彻军委
主席负责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
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
强有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对于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极端重要性，明
确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8个方面重点
任务，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顶层
设计、战略部署，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
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性课题。全党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学懂、弄通、做
实上下功夫，积极响应“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
为”的号召，勇于承担历史使命，不断提高党
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持续锻造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从完
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

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再到进行改革开放新
的伟大革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人民幸福、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任
时空变换、时代更迭，我们党“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的执政地位没有变也不能变。在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全国
人民必须高度自觉、坚定不移，决不能有任何
含糊和动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
发展稳定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重大历史性
变化接续展开，这对新时代党的领导提出了新
的要求。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整体的，哪
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弱化了，都
会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必须把党的领导体现
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贯穿到经济社会各个

领域、改革发展每个环节，确保党始终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领导一切；党的领导必须有高
度、有力度，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
出问题、处理好交织叠加的各种矛盾、加强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只有自身硬起来、强
起来，有智慧、有本领，才能从容应对风险挑
战、抢抓发展机遇。

开启新时代的新征程，最重要也是最关键
的前提，就是加强党的建设，把全面领导、总
揽全局的领导核心建设好、建设强。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由之
路。必须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尤其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用好纪律建设这个管党
治党的治本之策。

不断加强思想武装，是锻造坚强领导核心
的重要基础。 （下转第二版）

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九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评论员

编者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深
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决定在北京
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试
点省（市）探索实践，积极稳妥推进试点工作，圆满完
成试点任务，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形成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宝贵经验。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再动员再
部署，要求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方案》。11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本报今天刊发新华社长篇综
述，对试点工作进行系统总结，为在全国推开试点提
供示范样本和实践经验，推动这一事关全局的重大
政治体制改革试点顺利实施，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
督体系。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
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市、山西
省、浙江省开展试点，为在全国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积累经验。党的十九大作出新的重大部署，要求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
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
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
全覆盖。这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大
战略举措，对于健全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强化党
和国家自我监督具有重大意义。

一、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党中央高度重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试点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6 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
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会议专题研究，审议通过改革和试点方案，对
改革作出顶层设计，明确了试点工作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
全会和“7·26”重要讲话中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改革试点进展情况，2017年6月23日
在视察山西时指出，“你们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上下了很大功夫，制度优势正在转化为治理效能，要
运用好这一改革成果”，为进一步做好改革及试点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坚定了信心决心。

中央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
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对试点工作的
指导、协调和服务。王岐山同志多次主持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16 次研究
改革方案、10次研究部署试点工作，赴3省 （市）
调研指导。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通过试点工作的
决定，为试点工作提供法治保障。中央组织部研
究提出试点地区监察委员会干部管理体制和任免
审批程序。 （下转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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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的十九大代表，第一时间
向基层群众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一
项重要的工作和政治任务。”党的十九
大代表、四川黑籽儿教育服务集团党总
支书记占地斯门对记者说。

“十九大闭幕当天晚上我就连夜写
好了宣讲提纲，先谈个人感受，再梳理
十九大报告的内容，最后是结合报告谈
如何落实今后的工作。要把这 3 部分
内容讲给基层百姓听，我必须要讲得通
俗易懂，直面大家的期盼和关切。”占地
斯门说。

10月26日，占地斯门在四川省成
都市大邑县晋原街道新乐村黑籽儿社
会服务中心开始了第一场宣讲，近100
位党员和普通群众参加宣讲会。截至
11月3日，占地斯门已经在成都市展开
了4次宣讲。

占地斯门告诉记者，习近平总书记
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既有战略高度又有
历史厚度。报告中有 3 处让她印象深
刻。“一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办
好学前教育’，这既是对我们的要求，
也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还增强了发
展信心。二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
战’，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就是要把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激发
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三是‘发挥社
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
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我们此前
开展的工作来看，的确在一定程度上
起到了这样的效果，也充分说明我们

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方面是大有可为
的。”占地斯门说。

占地斯门是一位从事学前教育
20多年的党员教育工作者。作为从四
川藏区——阿坝州黑水县走出来的藏
族女儿，占地斯门深知教育的重要
性。“回想起来，办学这些年爬过不少
坡、迈过不少坎，但再穷也不能穷孩
子、穷教育，既然要办就要办好。”本
着这样的理念，占地斯门在办好17家
幼儿园的基础上，又把教育的范围扩
大至社区。“通过成立黑籽儿社会服务
中心，我们可以组织社区居民常态化
开展家长学堂、关爱老人这样的公共
服务活动，把家庭教育、社区教育、
学校教育‘三教合一’、有效衔接，这
样才能补齐教育短板，提升教育的品
质。”占地斯门说。

“听报告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回想
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一句话，‘永
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下一步，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
要求，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办好学
前教育，坚持教育引导，提升社区服务
质量。”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占地斯门
表示，首先，在脱贫攻坚方面，黑籽儿教
育服务集团会持续推进藏区学前教育
发展，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其次，教
育不仅仅停留在课堂，还应该面向社
会，为社区儿童、老人、妇女提供特色教
育，提升社区服务，同时动员更多社区
居民一起参与社区治理。

四川黑籽儿教育服务集团党总支书记占地斯门：

办好藏区教育 补齐发展短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本报四川西昌11月5日电 记者李芃达
报道：11月5日19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两颗
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射，也是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后实施的首次航天发射，标志
着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新
时代。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
卫星导航系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
展战略：2000年年底建成北斗一号系统，向中
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北斗二号系统，
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北斗全

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目前，前两步已实现，中国成为继美、俄之

后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
国家。

北斗三号卫星将增加性能更优的互操作信
号B1C和B2a信号，在进一步提高基本导航服
务能力基础上，按照国际标准提供星基增强服
务（SBAS）及搜索救援服务（SAR）。同时，还
将采用更高性能的铷原子钟和氢原子钟，铷原
子钟天稳定度为E—14量级，氢原子钟天稳定
度为E—15量级。通过采用新的技术，空间信
号精度（SIS）优于0.5m。北斗三号在北斗二号
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提升1至2倍的定位精度，

达到2.5米—5米的水平，并在保留北斗二号短
报文功能的前提下，提升相关性能。

从此次任务起，我国将迎来新一轮北斗组
网卫星高密度发射，到2018年底前，将发射18颗
北斗三号组网卫星，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到2020年，完成30多颗组网卫星发射，实现全
球服务能力。此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253次飞行。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上图 11月5日19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杨志远摄（新华社发）

我国“一箭双星”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中国北斗步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