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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江苏徐州12月14日电 （记
者李宣良 李大伟 李清华）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3日到第71集团军视察。他强调，全军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形势
下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
把握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特点规
律，扎实推进转型建设，全面提高打赢能
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
任务。

初冬的淮海大地，沃野千里，洋溢着
勃勃生机。下午 4 时许，习近平来到第
71 集团军某旅，首先看望了王杰同志生
前所在连官兵。王杰是上世纪 60 年代
涌现出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了
保护身边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而
光荣牺牲，成为全党全军全社会学习的模
范。习近平参观了王杰生前所在连队荣
誉室。一张张照片记录着王杰的成长历
程，一篇篇日记折射出英雄的崇高精神，
一面面锦旗承载着党和人民对英雄的赞

誉褒奖。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
问。在介绍王杰正确对待荣誉和进步的
展板前，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王杰“在荣
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
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
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习近平详
细了解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事迹，
动情地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
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
铭。习近平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
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
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
的时代光芒。

离开连队荣誉室后，习近平来到“王
杰班”。全班战士列队欢迎，习近平微笑
着同他们一一握手。现任班长王大毛向
习近平介绍了战士们争做王杰传人的情
况。50 多年来，连队每天点名第一个呼
点王杰。看到王杰精神在连队得到很好
传承，看到尊崇英雄、学习英雄氛围这么
浓厚，习近平很欣慰。他招呼战士们围坐
一圈，详细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生活情
况，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带头做新时代王

杰式的好战士。离开连队时，习近平同全
连官兵合影留念，指战员们簇拥着习近平，
充满了幸福和喜悦。全连官兵齐唱连歌

“王杰的枪我们扛”，表达了广大官兵坚
决听习主席的话、自觉做英雄传人的坚
定决心。

随后，习近平来到集团军机关，亲切
接见机关全体干部和所属部队团以上干
部。习近平在听取集团军工作情况汇报
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深入抓好党
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紧贴时代发展、
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提高针对
性和实效性，切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确保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
根，转化为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
建设和掌握部队，深入贯彻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教育引导官兵强
化“四个意识”，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指挥。要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
之以恒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
纯正部队政治生态。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视察第71集团军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电
（记者侯丽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
14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
会谈。

习近平欢迎文在寅在中韩建
交 25 周年之际来华进行国事访
问。习近平指出，中韩是友好近邻
和战略合作伙伴。建交 25 年来，
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显著发
展，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前段时
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韩关
系出现一些波折，给双方如何在相
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基础上更好
开辟两国关系未来，提供了镜鉴和
启示。中方重视同韩方关系，愿同
韩方一道，牢记两国建交的初心，
以两国人民福祉为念，秉持尊重彼
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基本原
则，坚持以诚相待的为邻之道，把
握互利共赢的合作宗旨，推动中韩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始终健康稳定
地走在正确发展轨道上。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给包
括韩国在内周边国家同中国的合
作带来更加广阔的前景。中韩要
加强政治沟通，夯实互信基础。要
发挥好高层沟通对两国关系的重
要引领作用，加强各层级对话，用
好两国立法机构、政党间交流机
制。要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中方欢迎韩方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愿推动“一带一路”同韩
国发展战略对接，积极探讨互利共
赢的合作模式，实现共同发展。要
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感情。双
方要加强青年、教育、科技、媒体、
体育、卫生、地方等领域交往，助力
中韩关系实现长远健康发展。

文在寅首先表示，在中国为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之
际，谨再次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表
示哀悼，向中国人民表示慰问。韩中
两国互为重要邻邦和合作伙伴。我

这是第五次访华，对中国持续发展
取得的成就深感钦佩。韩中已经互
为重要贸易伙伴，人文交往日益密
切。中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与本
地区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韩方愿
同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两国政治互
信和民间友好，密切各层级交往，深
化务实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沟通协调，推动韩中合作在
互惠互利基础上取得新发展，推动
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上层楼。
韩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韩方愿同中国及其他国家共同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两国元首还就朝鲜半岛形势
交换了看法。习近平强调，必须坚
持半岛无核化目标不动摇，绝不允
许半岛生战生乱，半岛问题最终要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中韩两国在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有着重要
的共同利益。我们愿继续同韩方
就维稳防战、劝和促谈加强沟通和
协调，中方也将继续支持半岛南北
双方通过对话接触改善关系，推进
和解合作，这有助于半岛问题的和
缓和解决。文在寅强调，韩方坚定
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核
问题，愿同中方一道，共同维护本
地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萨德”
问题上的立场，希望韩方继续妥善
处理这一问题。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
经贸、绿色生态产业、环境、卫生、
农业、能源、冬奥会等领域双边合
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文在寅举行欢迎仪式。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全
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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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71集团军视察。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集团军机关全体干部和所
属部队团以上干部。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12月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到第71集团军视察。这是习近平同“王杰班”战士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 刚摄

党的十九大后不久，习近平
就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
心，表明了新一届中央军委推
动全军各项工作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焦的鲜明态度。

练兵备战在基层落实得怎
么样？习近平十分关注。13日
下午4时30分许，习近平风尘
仆仆来到驻江苏徐州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

王杰，伟大的共产主义战
士。他用生命践行的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精神，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

连队门前广场上，矗立着
王杰半身铜像，毛泽东主席题
写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

个红色大字熠熠生辉。
习近平对学习弘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精神高度重
视。担任军委主席后不久就明
确指出，军人要有血性，血性就
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精神。在军队重要
会议上，在演习演训现场，在视
察基层部队时，习近平先后多
次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都不
能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
时刻，军队就是要有这股劲、这
种精神。

连队荣誉室，陈列着王杰
生平事迹展览。习近平边走边
看，不时驻足凝视。在王杰牺

牲时遗留的血衣和钢笔残片
前，习近平详细了解王杰舍己
救人的壮举。

1965年7月14日，装甲兵
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王杰，在组
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
炸。危急关头，王杰奋不顾身
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12名
民兵和人武干部的安全，生命
定格在了永远的23岁。

习近平感慨地说：“我小时
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
我心目中的英雄！”

当兵 4 年，10 多万字日
记，真实记录下英雄成长的
心路历程——

（下转第二版）

学习践行“两不怕”精神 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习近平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侧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4 日
电 为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
究阐释，经党中央批准，近日，
10 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
在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防大学、北京市、
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成

立。这 10 家研究中心（院）都
有雄厚的研究实力和很强的研
究队伍，必将在研究宣传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上发挥重要作用。

10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院）成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准确把握复杂局
势，科学判断，正确决策，真抓实干，使我国经
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目
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要稳中求进地跨越关
口、实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必

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断增强我国经
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增强经济创新力和
竞争力”系列述评，通过“抓主线”“强支柱”“促
开放”“夯基础”“引活水”“补短板”等关键词，
从不同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创新引领、变革
驱动的鼎新之力。

本报今日二版推出“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系列述评①
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松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