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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区域协调展现新气象。国务院
日前正式批复《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
2035年）》，明确提出，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推动雄安新区与北京城市副中心形成北京
新的两翼，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北两翼，促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
战略之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点工作。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
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2019年的重点工
作任务加以部署，为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
和更高质量迈进指明了具体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重大战
略与政策举措，区域发展的协调性不断增强。
2018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继续领先东部地
区，东北地区经济回升势头较好，一批经济增长
极加快形成。

不过，在区域协调不断优化的同时，我国区
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
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
出。可以说，区域发展呈现出有利条件与不利
因素交织的状态。

因此，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需
要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紧紧围绕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提高财政、产业、土地、环保、人才等政策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消除区
域市场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2018年底，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2018年版）》，标志着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于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着力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要继续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建
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为引领，以西部、东北、

中部、东部4大板块为基础，促进区域间相互融
通补充。目前，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
等地区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要推动这些地
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既要发
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格局，也要重视增强中心城市的辐
射带动能力，“以点带面”助推高质量发展。此
外，还要着力破解新型城镇化发展瓶颈。要加
快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加快城市群
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促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
城镇高质量发展，提高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是发展
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蕴藏着可观的发展空间，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
潜力和回旋余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
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
赢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将为我国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澎湃的内生动力。

开启时间之门，走进新的一年。
“2018 年，我们过得很充实、走得很坚
定”“这些成就是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
干出来的，是新时代奋斗者挥洒汗水拼
出来的”“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
追梦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19年
新年贺词，满怀深情回望奋斗，满怀激情
呼唤奋斗。亿万人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
影子，体味着奋进中国砥砺前行的征程，
坚定了继续逐梦圆梦的脚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变化的是主题和使
命，不变的是奋斗的姿态、实干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40年来，以
时间为坐标书写的壮阔历史，靠的正是
千千万万普通人并肩奋斗汇聚起的磅
礴伟力。过去6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昂扬
进取，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辉煌成就与闪亮记忆交织，谱写了
复兴路上又一篇自强不息的壮美华章。

站在当下眺望未来，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
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
个远大的目标与梦想构成一幅新的宏伟
蓝图。“长安何处在，只在马蹄下。”梦想

不会自动成真，唯有奋斗是其桥梁；目标
无法自动抵达，唯有奔跑才有远方。

始终保持奋斗姿态，才能攻坚克难
御风向前。当前，深化改革发展任务重、
难点多，啃硬骨头多、打攻坚战多、动“奶
酪”多，国际环境中难免遇到乱云飞渡、
风吹浪打。面对困难与挑战，需要牢牢
把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扭住中心任
务科学推动发展，凝聚实干动力，在搏击
风浪中朝着既定方向不断迈进。

始终保持奋斗姿态，才能同心同德
造福人民。决胜全面小康的进程中，事
关民生的事情须臾也不能放松。让改革
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
加幸福美满，我们党就能凝聚起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力量。

始终保持奋斗姿态，才能面向世界
携手共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信心和决心不会
改变，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的诚意和善意不会改变。中国将永远向
世界敞开怀抱，与国际社会携手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建设一个更加和平、
更加繁荣、更加美好的世界而不懈努力。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我们在几十年
里积累起来的丰富发展经验，是面向未来
保持定力、消除疑虑、坚定自信的强大基
石。“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让我
们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敢为人先的创
新意识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有机遇也有挑
战的2019年，共同创造更多辉煌，为新中
国70周年华诞交出满意答卷。

新华社北京 1月 3 日电 （记者朱基
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3日
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
以诚挚的问候。贺信全文如下：

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
立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
问候！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
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
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
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
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走向未来。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
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
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
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
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
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
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
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
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
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
作用，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
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19年1月2日
3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

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会上讲
话。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
的责任感使命感，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团结凝聚历史研究英才潜心治
学、研以致用，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
相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下设中国历史研究
院院部和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
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
历史理论研究所，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
究工作，整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
史研究规划，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
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等职责。

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 年）〉
的请示》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以下简称《城
市副中心控规》）。《城市副中心控规》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
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
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以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的
精神，牢牢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

子”，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注重生态保护、
注重延续历史文脉、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
多规合一，符合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对于以最先
进的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推进北京城
市副中心（以下简称城市副中心）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城市副中心控规》有许多创新，对于全国
其他大城市新区建设具有示范作用。

二、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
北京的重要一翼。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与河北
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
大计、国家大事。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是简单地
造一个新城，而是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
居之城。要切实把高质量发展贯穿到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和全过

程，努力创造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城市副中心质
量”。要处理好和中心城区的关系，带动中心城
区功能和人口向城市副中心疏解，同时更好加
强对中心城区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实现以副
辅主、主副共兴。要处理好与河北雄安新区的
关系，做到各有分工、互为促进。要努力建设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
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绿色
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
宜居城市，使城市副中心成为首都一个新地标。

三、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顺应自然、
尊重规律，遵循中华营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
通州地域文脉，统筹城市副中心生产、生活、生
态三大空间，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展的生态城市布局，形
成“一带、一轴、多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要
突出“一带、一轴”统领城市空间格局的骨架作
用，做好大运河沿岸公共空间和公共环境营
造，实施六环路入地改造，建设若干民生共享
组团和街区，把每个街区都建设成环境优美、
服务健全、包容共享的美丽家园，使工作、居
住、休闲、交通、教育、医疗等有机衔接，创造良
好工作生活条件。 （下转第三版）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是简单地造一个新城，而是要打造一个不一
样的和谐宜居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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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国务院关于对《《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
详细规划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街区层面）（）（20162016年－年－20352035年年）》）》的批复的批复

始终保持奋斗姿态
——聆听习近平主席2019年新年贺词③

平 言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质量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系列述评之五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本报北京1月3日讯 记者姜
天骄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月3日
10 时 26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
主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
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10 时 15 分，科技人员在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出指令，
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距离月面 15
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逐步
将探测器的速度从相对月球 1.7
公里每秒降到零。在6到8公里
处，探测器进行快速姿态调整，不
断接近月球；在距月面 100 米处

开始悬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
识别，并自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
的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落月过程中，降落相机拍摄了多
张着陆区域影像图。

落月后，在地面控制下，通过
“鹊桥”中继星的中继通信链路，
嫦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
定向天线展开等多项工作，建立
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11
时 40 分着陆器监视 C 相机获取
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
影像图并传回地面。

（更多报道见第五版）

人类首次!嫦娥四号成功在月背软着陆
传回世界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影像图像

上图 嫦娥四号着陆器监视相机C拍摄的着陆点南侧月球背面图像，
巡视器将朝此方向驶向月球表面。 国家航天局供图（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