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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
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
习时讲话的要点《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为开卷篇，以
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外事工作
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 85
篇，约32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历史
发展进程的高度，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变

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深入
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
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对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
和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刻阐述，引领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为人类社会实现
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体现
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
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
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
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
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
主要内容如下。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加强
人民政协党的建设，更好坚持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
导，团结带领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
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共同奋斗，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

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的机构、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人民政协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探索改革路、实
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这一制
度安排和政治组织最本质的特征。在政协各级组织和各项
活动中，党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
政协必须恪守的根本政治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
加强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政协党的领导体
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开创了政协工作新局面。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必须统揽伟
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其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到底，把我们党通过自
我革命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这对人民政协坚持党的领导，
强化政协党组织在政协工作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时要清
醒认识到，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同新时代新使命新要求还不
完全适应，特别是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设置不健全、
政协特点不突出、党员委员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需要从
实际出发切实加以解决。加强新时代人民政协党的建设，
对于更好坚持人民政协这一制度安排，坚持和完善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巩固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地位和长期执政地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
而深远的意义。 （下转第三版）

青岛，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城市，在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每当面对发展
瓶颈，都勇于作为，推动城市发展跃升，
写下属于自己的改革开放篇章。

建东部新城区
向“小富即安”宣战

五四广场是青岛地标之一。南向壮
阔的大海，北靠市政府大楼和灯光旖旎
的香港中路，是游客的必到之地，也是青
岛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

54 岁的浮山所集团党委副书记苏
兆恩习惯每天晚饭后来此散步。30 年
前，苏兆恩还是浮山所村村民，这片土
地是浮山所村的菜地。在当时青岛人
的眼里，这里偏僻荒凉，高楼大厦无处
寻觅。

彼时，城市版图没有根本性扩张，成
为制约青岛发展的症结所在。美丽的海
岸线和舒适宜人的气候带给青岛人的

“红瓦绿树”情结，逐步变成了“小富即
安”的心态。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
青岛市主要领导公开表示青岛得了“红
瓦绿树综合征”，认为大家陶醉在“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的赞誉中不思进取。一
场向“红瓦绿树综合征”宣战的思想大讨
论在青岛掀起，以此为基础，以市政府东
迁为标志，青岛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东部
新城建设，青岛的发展方向就此改写。

青岛市委党校管理学调研部主任、
市情研究中心主任刘文俭清楚地记得，
东部新城建设和市政府东迁，在当时引

起了广泛关注，“当时的做法体现了经营
城市的理念，引入了很多市场化因素。
东部城区建设对青岛发展起到了很好的
作用，老城区作为历史文化区域得到了
保护，新城区打开了青岛的发展空间”。

苏兆恩也感叹，历史证明，开发建
设东部城区这一选择是对的，“东部新
城建设时修了很宽的路，当时有人说，
太浪费了。现在看来，当时的规划眼光
是超前的”。

如今，浮山所所在的市南区东部区
域，已经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城区。区内
金融商务、总部经济、时尚商业、商务旅
游等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增加值占
生产总值比重达90.8%。以香港中路为
中心的金融集聚区内，各类金融机构达
到1027家，占全市的80%以上，楼宇总
部经济快速发展，拥有1 万平方米以上
的商务楼宇129座，其中5A甲级写字楼
15座，占全市50%以上。

经济重心西移
拓展发展空间

东部新城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青岛
的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青岛发展不均
衡、不充分的矛盾开始显现。快速发展的
东部城区用地趋于紧张，西海岸地区优越
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资源却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东部。

开发西海岸，经济重心西移，成为青
岛发展的又一次跃升。

（下转第四版）

保持中国经济列车行稳致远，离不开积极财
政政策的支撑和助力。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实施积
极的财政政策，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着力点。

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提法的启用以及此后的
相关实践，均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
积极即等于扩张，积极财政政策即为以减税降
费、扩大支出、增列赤字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扩张
操作，这一为不少人视作基本常识的理解和认
识，亦生成于高速增长阶段。接下来必须回答的
问题是：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内涵及行动路
线有无变化？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变化？

上述问题的引申意义在于，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
所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当下中国的积极财政

政策该做怎样的布局？

大不同于以往的宏观环境

仔细地审视当下我国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
境，并同高速增长阶段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一
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在逐步呈现：

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中国经济所面对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
题而非总量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
非需求侧。

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是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经济下行压力固然集
中体现于实施需求管理的必要性上，但相对于
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扩大需求不仅是
次要目标，其操作亦须掌握在“适度”范围内，不
可“大水漫灌”。

与高速增长阶段大不相同，转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中国宏观调控所依托的根本途径是深
化改革而非政策安排。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求
和决定着政策层面的相机抉择，但相对于体制
机制性变革，相对于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短期

“对冲性”逆向操作的功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将积极财政政策置于上述的宏观经济与政

策环境之中，可以肯定地讲，虽然概念依旧，表
述无异，但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表述之下，蕴含
着不一样的内涵，深藏着不一样的行动路线。

大不同于以往的减税降费

与高速增长阶段致力于财政扩张的减税降
费大不相同，当下中国实施的减税降费，主要着
眼于降成本而非扩需求，主要着力于供给侧而
非需求侧。

以降成本为主要目标，特别是为实体经济降
成本，减税降费所聚焦的对象，便主要是企业。因
而，减税降费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有明
确的操作指向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和降。

以供给侧为主要着力点，减税降费的操作，
便要落实于企业成本的实质性而非名义上的下
降，便须体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权的实质性而
非名义上的让渡。因而，减税降费之后的财政
收入亏空，要通过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来“对
冲”而非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的办法来“埋
单”，实现节用裕民。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发行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篇目介绍
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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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勇立潮头 不断跨越
本报记者 刘 成 袁 勇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积极财政政策
高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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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金九银十”难挡秋意凉

智能电视开启行业“新蓝海”

迎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特别报道

31省区市一周经济最亮点

金秋时节，位于安徽滁州凤阳县小岗村
的大包干纪念馆游人不断，大家通过一张张
老照片感受着历史。当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破
浪远航40年之际，人们将目光再次投向出
发的原点。

40年前，这个村庄里的18户农民在全
国率先推行“大包干”，从而开启了改革开
放波澜壮阔的时代巨幕。40 年来，从偷按

“红手印”大包干到土地确权颁证喜获“红
本本”，再到农村“三变”农民“领红
包”——小岗村一次次为改革探索蹚路。这
个地处淮河岸边的小村庄，应着改革开放的
脉搏，见证了中国农村的一次又一次跨越。

偷按“红手印” 户户包田

沿着小岗村里长长的主干道，穿过两旁
林立的商铺，有一家名为大包干农家菜馆的
小院落，这里是大包干带头人关友江的家，
也是来小岗的人们常选择的一户农家乐。年
过70岁的关友江精神矍铄，正边招呼客人
边讲述往事。每逢人来，都会要求他给讲讲
当年的故事，今年尤其多。

与很多同龄人一样，关友江对饥饿有着
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回忆说，1955 年，农
业合作化以前，小岗有26头耕牛和1100亩
耕地，正常年景产粮19万斤，可以吃饱肚
子。1956 年，小岗一步跨入高级社，到人
民公社化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

一个样”，生产开始下滑，农民收入下降。一
直到 1978 年之前，小岗都是“吃粮靠返销”，
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1978 年，凤阳遭遇了史上罕见的大旱。
秋种时，安徽省委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
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县里一
些村借机开始包干到组。小岗生产队一开始

也是包干到组，先划为 4 个组，干了没几
天，组内产生矛盾，又细分成 8 个组，每个
组只有二三户，可是还有吵架的。于是在那
个冬夜里，生产队秘密集会，18位带头人按
下红手印、立下“生死契约”：明组暗户，
瞒上不瞒下，分田到户。 （下转第三版）

（更多报道见十三、十四版）

小 岗 村 的 新 高 度
本报采访组

右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岗村的旧草
房。包产到户以前，小岗村民居住条件很差，
几乎家家住这样的旧草房。 龚 岩摄

下图 小岗学校的学生们在操场上准备
做操。随着村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村集体经
济的不断发展，小岗各项基础设施条件有了
大飞跃，教育、医疗条件得到明显提升。

本报记者 乔金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