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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4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要正确认识面临的短板问题，聚焦
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要勇于破题、善于解题，抓好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韩正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国务院
扶贫办、中央农办和农业农村部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
银行等部门关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的汇报。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
就。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
代人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工作
中，要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
准的关系，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要在科学评估进展
状况的基础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须完成的
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深度贫困地区等方
面短板明显，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

会议强调，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要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把扶贫工作重
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点攻克

“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垒。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要加快民生领
域工作推进，加大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育幼养老
等方面投入，解决好部分群众急迫的现实问题。要健全社保兜底机
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确保兜住基本生活底
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咬定目
标、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各地发展水平有差
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作也应各有侧重。我们既要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会议指出，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
的重要方式。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既是做好经济工作的
要求，也是重大政治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上做了
大量工作，总的效果是好的。对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思路、举措要进
行细化，突出抓好重点工作落实。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三
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
济循环。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减税降
费要尽快落实到位，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
变化及时预调微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要打好三大攻坚
战，按照既定部署，尽锐出战，确保取得重要进展。要推动改革开放取
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场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要抓住用好新机遇，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
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更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会议强调，学习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是贯彻落实的前提，
要入脑入心，领悟精神实质。要建立健全任务分工、汇报协调、督促
检查等相关工作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会议精神和自身职责及
时主动开展工作，善于把党中央精神同本地区本领域的实际有机结
合起来，把党中央要求具体化。要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防
止口号喊得震天响，落实起来轻飘飘；防止弄虚作假、投机取巧。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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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海军向前进，光辉航程党
指引。

70 年浴血荣光，70 年砥砺奋
进。人民海军自 1949 年 4 月 23 日
诞生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路
劈波斩浪，纵横万里海疆，勇闯远海
大洋，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取
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已经发展
成为五大兵种齐全、核常兼备的战
略性军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
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发出建设海
洋强国的伟大号召，对人民海军寄
予厚望、深情关怀，作出一系列事
关人民海军建设和长远发展的战
略擘画。人民海军迎来了建设发
展的新机遇，开启了历史性跨越的
新航程。

高瞻远瞩绘蓝图
领航千帆向大洋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制
海、必为海制。”这是历史给予中华
民族刻骨铭心的教训——从 1840
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间，世界列强
共计470多次从海上入侵中国。

“没有海军，就无法保卫我们的
海防。”新中国成立前夕，以毛泽东
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目

光投向海洋，就加强海防、建设海军
展开艰辛探索。

1949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
西柏坡召开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
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
任务》，提出建立一支“保卫沿海、沿
江的海军”的任务。

同年 4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
宣告诞生。8 月 28 日，毛泽东为华
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
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
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
能的侵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
1952 年 11 月 17 日，毛泽东作出关
于有步骤地建设强大海军的重要指
示。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首次
视察海军部队，乘军舰航行 4 天
3 夜，给“长江”“洛阳”“南昌”“黄
河”“广州”5艘军舰题词，都是同样
的内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
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959年，毛泽东毅然决定：“核潜艇
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沿着开国领
袖描绘的宏伟蓝图，人民海军开始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壮阔征程。

改革开放的春潮，人民海军迎来
了新发展。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
在青岛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
代表时指出：“巩固强大的海防，是事

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8 月 2
日，他登上国产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
南舰，视察渤海海峡。航行途中，
邓小平写下“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
代战斗能力的海军”的题词。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海军围绕
提高现代化水平，进入一个重要的
建设发展时期。

1995 年 10 月 中 旬 ，江 泽 民
率 军委领导集体乘舰观看海军新
装备集训演习，作出“我们必须把
海军建设摆在重要地位，加快海军
现代化建设步伐，确保我国海防安
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的
重要指示。在海军成立 50 周年之
际，江泽民写下“为建设具有强大
综合作战能力的现代化海军而奋
斗”的题词。

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在综合
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海军现有实力
的基础上，提出海军整体转型的要
求。2006 年 12 月 27 日，胡锦涛会
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指出，
要“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
一的原则，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
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
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习主席统揽全局、把握大势，擘
画蓝图、亲力推动，开启了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海军的新航程。

（下转第二版）

向 海 图 强 春 潮 涌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

关心人民海军建设发展纪实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最高
人民法院原院长肖扬同志的遗体，22日在北京八宝山革

命公墓火化。
肖 扬 同 志 因 病 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4 时 58
分 在 北 京 逝 世 ，享 年
81岁。

肖扬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肖扬同志逝世表示
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22日上午，八宝山革
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
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
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
念肖扬同志”，横幅下方是
肖扬同志的遗像。肖扬同
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
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
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 午 9 时 30 分 许 ，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等，在哀乐
声中缓步来到肖扬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肖扬
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肖扬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
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肖扬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肖扬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肖扬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肖扬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4 月 22 日，肖扬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这是习近平与肖扬亲属握手，

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摄

本报北京4月22日讯 记者曾
金华报道：4月22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亚投行）宣布，亚投行理
事会已经批准科特迪瓦、几内亚、突

尼斯和乌拉圭为新一批成员。至
此，亚投行成员达到97个。

“非洲和拉丁美洲成员数量增
长，显示出这些国家对提升基础设

施以及加大与亚洲互联互通的重
视。”亚投行副行长丹尼·亚历山大
说，“这也折射出我们的成员致力于
多边合作和高标准治理。”

这 4 个意向成员将在完成各自
国内程序以及向亚投行缴纳首笔注
资后，正式加入亚投行。这4个国家
的份额将来自亚投行现存份额池中
未被分配的部分。

批准科特迪瓦、几内亚、突尼斯和乌拉圭为新一批成员

亚投行成员增至 97 个

本报北京4月22日讯 记者朱
琳报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22 日在北京发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
与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2013 年以来，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以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
通为主要内容扎实推进，取得明显
成效，一批具有标志性的早期成果
开始显现，参与各国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好处，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

同感和参与度不断增强。
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
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推动全球
治理体系变革和经济全球化作出了
中国贡献。2017年5月，首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
功召开，论坛形成了 5 大类、76 大
项、279 项具体成果，这些成果已全
部得到落实。

报告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
方共同努力，相信共建“一带一路”一

定会走深走实，行稳致远，成为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报告全文见九版、十版）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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