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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的节点，标注时间的分量，
铭刻前行的坐标。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的行动指南，对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部
署，描绘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
哪里开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正本清源，使意
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
转变。

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宣传思想战线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
段，强调“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
来”。

守正，创新，强起来！这是凝心聚力
的时代呼唤，这是再书华章的期许厚望。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
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崭新局面，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思想保
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高扬奋进新时代的思想旗帜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开局之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做到学思用相
结合、知信行相统一。

神州大地上，学习新理论的热潮在
涌动。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必须

跟进一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二卷，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
讲》甫一出版发行，就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
烈欢迎、广受好评，成为学习宣传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权威读本。作为“理论热点面对面”系
列的最新成员，《新时代面对面》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联
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和干
部群众思想实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浅出
回答。“很亲切，读起来就像面对面交谈一
样。”在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报国寺
社区举行的交流座谈会上，社区居民用朴实
的话语表达对这本书的喜爱。

一本本理论书籍如约而至，一篇篇理
论文章新鲜出炉，一场场理论讲座解疑释
惑……宣传思想文化战线以富有时代性、
创造性的方法举措，让理论宣传如春风化
雨，让理论学习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

亿万人民中，领悟新思想的热情在
升腾。

“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答
卷》《誓言》等微视频、《百家讲坛》特别节目

《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等精
品力作，充分展示习近平总书记的崇高风
范和深厚情怀，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推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
动阐释、广泛传播，不断增强干部群众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自觉性坚定性。

新时代中国，开展新实践的热忱更
坚定。

“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
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
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
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学习
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指引，为继
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注入了强大动力。 （下转第二版）

守 正 道 创 新 局
——党的十九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述评

2018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
重要讲话，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强调“推
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

守正，创新，强起来！这是凝心聚力的时代呼唤，这是再书华章
的期许厚望。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崭新局面，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
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大江奔流，不舍昼夜。
3年来，以生态环境保护倒逼高质量

发展，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取
得良好开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
进，发展动力加快转换，发展路径日渐清
晰。长江经济带正在成为引领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生态倒逼，坚定不移去产能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不是就
不要发展了？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两难”如
何才能变“双赢”？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
了路径——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关键是要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
破、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总体谋划
和久久为功、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
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等关系。

有“中国制造业第一县”之称的江苏
省江阴市，因江而名、依江而建、缘江而
兴。近年来，江阴大力推动高端进、低端
退，治理进、污染退，生态进、生产退，“三
退三进”护长江。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协同推进中，江阴保持了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各项事业高水平并进的良好态
势，走出了发展新路径。

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
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要以壮士断腕、刮骨疗伤的决
心，积极稳妥腾退化解旧动能，破除无效
供给，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
的老路，为新动能发展创造条件、留出
空间。

在上游，重庆在2017年否决了26个不
符合产业政策和污染治理等要求的项目环
评，涉及总投资约20亿元；对8户不符合产

业政策和布局要求的企业分别采取关停、搬
迁等措施；全面完成13家“十一小”企业关停
取缔和主城区7家污染企业环保搬迁。

在中游，面对日益严峻的“化工围
江”，湖北宜昌向“吃饭产业”开刀，启动
化工产业专项整治及转型升级三年行
动，最终实现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
业“清零”。

在下游，江苏明确全省化工产业不上
增量、优化存量、严控总量，沿江沿太湖地
区不新上化工、钢铁、煤电产业，对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2018年上半年全省关
停规上企业近3000家、限产1000多家。

（下转第三版）

2018 年末，我国“放管
服”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简政
放权进一步加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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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清单
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
进入。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点，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的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2018年，以完
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为重点，一系列改革措施
的出台和落地，为经济平稳
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
大动力和体制机制保障。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中之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取得明显进展，有效激发了
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为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国企改革被视为最难啃
的一块“硬骨头”。2018年，
国企公司制改革实现历史性
突破，“双百行动”扎实推进，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扩
容。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加
快，多数国有企业已在资本
层面实现混合。混改有利于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灵
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两类公
司试点的扩大，则为放大国
有资本功能，加快实现国资
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
发挥了积极作用。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
策密集出台。加大对民营企业减税力度，设立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等措施定向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融资
支持。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推进，财税金融改革
深入实施。减税降费实招频出，纳税人办税成本显著降
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为降低
税收征纳成本、提高征管效率迈出关键步伐。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9年要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并强调要深化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
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

下一步，加快国资国企改革仍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的重头戏。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公平竞争原则，
加快实现国资监管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积极推进混
合所有制改革和两类公司试点，并在强化激励、激发活力
上出实招、下功夫。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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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系列报道之二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2018年，贵州省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调减
低产低效玉米 785 万亩，种植替代作物 667 万亩，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交出了令人欣喜的答卷——全省蔬菜、
食用菌、水果、中药材规模生产基地由 2017 年的 3016
个增加到 2018 年的 4208 个，增长 39.5%；粮经比调整
为35∶65，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全省农作物种植面积比
例进一步提升。

据初步测算，与传统籽粒玉米相比，贵州省667万亩
替代作物种植，亩均新增纯收益3079元，新增总纯收益
205亿元，涉及参与产业发展的204万户农户，户均实现
增收10062元。

过去，贵州受山地丘陵地形制约，农业规模小而散，市
场化程度低。近年来，贵州通过“一县一业”“一乡一特”“一
村一品”，大力发展蔬菜、茶叶、家禽、食用菌和中药材五
大特色产业，破解资源要素制约。从“贵州绿茶”到“关岭
黄牛”，从“兴仁薏仁米”到“虾子辣椒”，大量贵州农产品
正源源不断走进大都市及商场，逐步建成面向国内外市
场、特别是珠三角市场的“菜篮子”基地。

2018年，贵州省311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00万
元。2018年上半年，贵州一产增加值同比增长6.4%，前
三季度增幅达 6.8%，为近年来最高值。贵州省还实现
100%行政村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100%贫困户加入农
民专业合作社、100%合作社技术团队覆盖。目前，贵州
省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全面完成，“三权分置”有序推开，

“三变”改革实现乡镇全覆盖，实现农民变股东496.75万
人，人均增收481元。

2019年，贵州将以农民增收为主线，以500亩以上
坝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重点，实施10个100万亩农业
生态产业培育工程和“黔货出山”十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标
准化示范基地建设工程等。

贵州大力发展农业五大特色产业——

结构优了 效益高了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① 2018 年 12 月 30 日，重
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文
化消费火爆，游客感受巴渝传
统文化。 赵杰昌摄

②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家
长带着孩子在位于海口的海南
省图书馆看书。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我国文化产业
开繁花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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