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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千里赣江第一城。
80多年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年轻的中国

共产党，在江西赣南进行了攸关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探
索，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朽的丰碑。80 多年后，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赣南加
快振兴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打造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样板”。

两种探索，内容不同，背景不同，却在时空变换中传
承着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谋福祉的相同责任与担
当。这片饱经沧桑的红土圣地，正迸发出新时代的勃勃
生机。

感恩奋进 老区焕发新貌

赣南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然而，这片为人民共
和国创建和建设过度透支了养分的土地，直到2010年，
人均主要经济指标仍然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到四成，
人均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只有江西全省平均水平的六
成左右。

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注着赣南苏区振兴发展，始
终把老区人民的冷暖挂在心上。2011 年 12 月 31 日，
习近平同志在《赣南苏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调查报告》
中作出重要批示：“赣南苏区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体，
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由于种种原
因，赣南苏区目前经济发展依然滞后，人民生活仍然比
较困难。如何进一步帮助和支持赣南苏区发展，使这里
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使苏区人民过上富裕、幸福
的生活，应当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2014 年 3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江西工作汇报时又强调：“原中央苏
区振兴发展工作要抓好，这有政治意义。”字里行间、殷
殷暖语，充满着对赣南苏区历史贡献的肯定，饱含着对
赣南人民的深情。

2012年6月28日，《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
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开启了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的宏伟实践。《若干意见》实施以来，国家层面
支持赣南老区的政策文件达162个。目前，涉及赣州的
236项政策事项已基本落实或正在落实，赣南苏区振兴
发展的政策“洼地”和发展“高地”加速形成。

感恩奋进，赣南人民把这份关怀化作恒久动力，迈
出了振兴发展的坚实步伐。

江西省委副书记、赣州市委书记李炳军说，赣州市
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启了全力打造全国革命老区脱贫攻坚示范区的
磅礴实践。赣州市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准”要求，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创新产业
扶贫“五个一”机制、健康扶贫“四道保障线”、农村保障房、金融扶贫等做法，探索出了一
条具有自身特色的脱贫攻坚新路子，成为全国脱贫攻坚的红色样板，经济社会发展书写
出亮丽的新时代答卷。

（下转第三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
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在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的
话语，点明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刻本质。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提出和
解决一定历史任务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原理。40年前，我们党基于对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对时
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
要的深刻体悟，一举冲破长期“左”的错误
的严重束缚，以超乎寻常的政治勇气和智
慧，牢牢抓住历史变革重大机遇，开启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经过 40 年的不懈奋斗，我国不仅已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和货物贸
易第一大国，建立了全球最完整的现代工
业体系，还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
题、总体上实现小康，建成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久还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今日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已由 171 元增加到 2.6 万元，中等
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累计减少
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
覆盖超过13亿人……几千年来缺吃少穿
的困扰已成为历史，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百姓福祉稳步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昂
首步入新时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我们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
断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
成就的宝贵经验。实践表明，只有坚持以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
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
政策的依据，顺应民心、尊重民意、关注民
情、致力民生，才能源源不断地激发广大
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成功开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繁荣发展的新境界。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站在新时代的
新起点上，我们要一如既往顺应历史潮流，
坚定不移与时代同行。面对时代之问、人
民之问，要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
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
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
群众中的创造伟力。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社会主要矛盾，既要立足基本国情不断
解决好人民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需要，共
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发
展新成果；更要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
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民主权利，及时
回应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新期盼。总之，就
是要紧紧依靠人民的共同创造，不断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不懈奋斗！

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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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2 月 20 日同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
和国总统布特弗利卡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阿传统友谊深
厚，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非阿拉伯
国家，阿尔及利亚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
国家之一。建交6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良
好发展势头。2014 年中阿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双边关系取得了新的长足发展，各领域

合作卓有成效，我对此感到十分满意。我高度
重视中阿关系发展，希望双方继续携手努力，
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新起点，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
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布特弗利卡在贺电中对60年来阿中关系
顺利发展表示满意。他说，两国始终相互信
任，彼此支持，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阿方愿
继续巩固阿中政治互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支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阿中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阿尔及利亚

总理乌叶海亚也互致了贺电。李克强在贺电
中说，中方高度重视中阿关系发展，愿同阿尔
及利亚政府一道努力，积极落实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各项成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内的各领域合作，继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乌叶海亚在贺电中说，阿方愿同中方共同努
力，进一步巩固阿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务实
合作，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

就中阿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阿尔及利亚总理乌叶海亚互致贺电

贵州，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山有美景，处处
是公园。同时，又是中国石漠化分布面积最大、
危害最严重的省份，岩溶出露面积占全省总面
积的61.92%，至今尚有280余万贫困人口。

背负生态和发展“双重压力”的贵州，近年
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大生态战略推
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厚植生态底色、培育
绿色动能，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
生态相融的绿色之路。

冬到黔中，依旧万山皆翠。
趁着农闲，贵州省黔西县永燊乡干井村村

民黄正军抓紧给刺梨苗施肥、剪枝。2015年，
黄正军将承包的7亩地全部栽上刺梨苗，今年
收入近万元，不仅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问题，还
增加了收入。

作为全国首批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贵州
着力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为发展“留
白”、给自然“种绿”，筑牢绿色屏障，山水的“底
色”更浓、“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自 2015 年起，贵州连年在春节后组织全
省干部职工义务植树，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开展
植树造林活动，让绿色占领了一座又一座
荒山。

据贵州省林业局负责人介绍，2013 年到
2017年，全省累计投入财政资金405亿元，共
实施工程造林2896万亩。

打造绿色家园，贵州既在“种”上下功夫，
更在“治”和“管”上做文章，扎牢制度的篱笆，
以严厉的举措守护绿水青山。

2017年2月，贵州省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并
出台相关暂行管理办法。该省的生态保护红
线区域包含禁止开发区、5000 亩以上耕地大
坝永久基本农田、重要生态公益林和石漠化敏
感区等四大部分、12 类地区，保护面积达
56236.16平方公里，占该省面积的31.92%。

为了压实领导干部的生态责任，贵州省早
在2015年就出台了《林业生态红线保护党政
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和《生态环境损害党
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将党委系统的干
部纳入了问责体系之中，强化生态环境保护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贵州对干部的“生态约束”，还体现在干部

考核上。近年来，贵州陆续取消了10 个贫困
县的GDP考核，弱化了40个贫困县的GDP考
核，同时增加了石漠化面积减少幅度、森林覆
盖率提高等指标。

此外，贵州还率先在全国开展了领导干部
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生态损害终身追责等
改革试点，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
的高压线。

一系列硬举措，让贵州山水的“颜值”日益
提高。2017年，贵州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5.3%。
贵州省出台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森林扩面提
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
力争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60%。

贵州：厚植生态底色 培育绿色动能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今年以来，我国为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
境，着眼于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活力，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有力地
推 动 了 公 平 公 正 、公 开 透 明 营 商 环 境 的
建设。

从宏观政策看，今年以来，国务院成立了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
并下设优化营商环境专题组，先后出台了《关
于部分地方优化营商环境典型做法的通报》

《关于聚焦企业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政策落实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优化营商
环境作出了具体部署。

这些部署重点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持
续放宽市场准入，投资贸易更加宽松便利。民
航、铁路等重点领域开放力度持续加大，部分
垄断行业通过混改积极引入民间投资。二是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有序。

一年来，在强化产权保护方面，甄别纠正了一
批涉及产权冤错案件。三是深化“互联网+政
务服务”，办事创业更加便捷高效。目前，基本
建成全国一体化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
面向全国各级政府部门开通 1000 余个数据
共享服务接口，数据共享交换量达 360 亿条
次。四是建立健全评价机制，营商环境评价更
加激励有效。

从国内市场看，今年以来市场监管部门
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围绕百姓经商创业
的痛点和堵点，先后实施了注册资本登记制
度改革、“多证合一”、“证照分离”等多项主体
准入改革。在产品准入方面，全面推行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一企一证”改革，加快食品、药
品、医疗器械注册登记制度改革。注重创新
监管理念和方式，积极发挥竞争政策的基础
性作用。实行年检改年报制度，推进“双随

机、一公开”监管，全面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积
极查办行政垄断案件和排除、限制竞争行为
等。今年11月10日起，在全国对首批106项
涉企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改革，推进“照后减
证”。年底前，将实现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
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8.5天以内。

与此同时，海关通过积极推动优化口岸环
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截至目前，我国进
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压缩比已经持续稳定在
40%以上，提前完成国务院要求年底前再压
缩三分之一的任务。同时，监管证件联网核查
顺利完成。11月1日前已经将进出口环节需
验核的监管证件数量从 86 种减至 46 种，比
2017年减少三分之一，除4种不能联网外，其
余42种监管证件全部依托“单一窗口”实现联
网核查。 （下转第三版）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冯其予

12月17日，陕西省
渭南市富平县曹村镇马
坡村，村民在下架加工
好的柿饼。

随着新年临近，“中
国柿乡”富平县尖柿柿
饼进入销售黄金季。据
悉，目前富平县种植柿
子达25万亩，年产鲜柿
6 万多吨，可加工柿饼
1.3万多吨。柿子产业成
为带动当地贫困户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主导产业
之一。

高新生摄

富平柿饼

喜 上 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