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 4 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正月廿一
ECONOM IC DA I LY

经济日报社出版

今日12版

中国经济网网址：http://www.ce.cn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4 代号 1-68 第 13744 期 （总 14317 期）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近日，中

央军委印发 《关于在全军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通知》，对全军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作出部署。

通知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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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军思想，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

创新理论，以学习党史为重点，贯

通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和我军历史，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

主 席 负 责 制 ， 不 断 提 高 政 治 判 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

到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指挥。

通知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以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为

重点，面向全体官兵开展，贯穿 2021

年全年。 （下转第二版）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跨越重重峰峦

开启全新征程的奋斗坐标。

定义发展的历史方位、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

明晰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准

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历史使命重任在肩。

2021 年的春天，全国两会拉开帷幕。风云际会的节

点，谋篇布局的规划，世人瞩目行进在新征程之上的中

国，如何发动动力充沛的引擎逐梦向未来。

发展，朝着现代化目标全力挺进

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15层塔楼上的桥吊操作员面对

屏幕，轻轻移动摇杆，将几百米外堆场上的集装箱准确吊

起、稳稳放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去年一段时间的冷

清曾让人揪心。如今，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无人自动化码

头，忙碌再次成为常态。

不只在上海，从宁波到天津，从青岛到大连，集装箱

码头热火朝天的景象在我国多个主要港口同时呈现。也不

只在海上，集装箱陆路运输同样迎来外贸高峰。

“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奢侈的问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没有足够的集装箱来运送美国人和欧洲

人目前订购的所有商品。”德国 《每日镜报》 撰文感慨。

“一切都表明，中国将是一个成功的故事。”西班牙 《经济

学家报》如此表示。

这样的暖意与活力，是中国经济韧性十足、潜力巨

大，历风霜而不馁、经冰雪而愈坚、朝着高质量发展目标

全力挺进的生动注脚。

还有更多场景——“奋斗者”号深潜万米，“嫦娥五

号”探月取壤，“九章”横空问世；21 个自贸试验区形成

“雁阵”，海南自由贸易港扬帆起航，共建“一带一路”走

深走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深

化改革势如破竹——或印证着变革的波澜壮阔，或记录着

前行的深水湍流。

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站上新的高度——

经济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发展基础持续夯实；拥有世

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形成；科技创新

取得重大进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步伐加快，新动能新业

态不断涌现；能源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绿色发展重绘

大美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中国有着越来越重的分量——

持续提高的影响力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动力源，被评价为

“状况最好的大型经济体”。2020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率超过 30%；货物贸易进出口、出口总值双双创历史新

高，继续稳居全球第一位；利用外资规模逆势增长，成为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大流入国……这是一份助力国家经济

增长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出色答卷。

回望 7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顺应发展大

势、回应人民期待，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

标。从那时起，筚路蓝缕，开拓进取，创造了世界瞩目的

中国奇迹；今天，累积雄厚的物质基础，面向复杂多变的

世界，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眼下的任务已转向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这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

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时间丈量着发展的进度，也标示出攀登的高度。对于

饱经苦难与沧桑的中华民族来说，现代化国家，曾经是如

此期盼却遥不可及的梦想。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懈奋

斗的历史宏愿，即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成为现实！赢得

历史主动，创造新的辉煌，未来 5 年乃至 30 年，就是

关键！

激活，蕴藏于新发展格局的力量

历史将怎样记录“十四五”开局、新发展阶段起步的

这个新起点？

当前，疫情仍在世界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

权主义不时作祟，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为摆脱困境，不少国家都在积极推

动疫苗的发放接种，都在出台超常规刺激政策，都在培育

新的增长动力，争取早日走出低迷。尤其要看到，新的产

业变革催生了涉及经济、技术、环境、社会、文化等广泛

领域的深刻变革，也势必改变世界经济的增长轨迹和传统

格局。

超越短期的、扰动性的、局部的现象层面，着眼于

主导性趋势和宏观层面，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

遇期。只是，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过去我们

发展水平低，同别人的互补性就多一些；现在我们发展

水平提高了，同别人的竞争性就多起来了。基于此，一

个追问就更为迫切：如何在世界的动荡变革期延伸和延

展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去实现现代化后半程的惊人一跃？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

进”“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洞察大势、深邃思

考后作出回应。

事实上，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甫一提

出，就伴随着世界审视的目光：这是否是中国迫于外部形

势的无奈之举、被动之举？是否意味着中国扩大开放政策

将发生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

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

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在新发展格局下，

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坚定不移，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

越大”。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中国的鲜明态度？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中，蕴藏着无限动能等待

释放。

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大幅增长，全国电影

票房刷新多项世界纪录，本地游、周边游继续成为出游主

旋律……2021 年的春节黄金周成绩亮眼。同时，在海南，

免税店内人潮涌动，长假期间离岛免税销售额达 9.97 亿

元，同比增长261%。

一面是国内市场强势复苏，一面是进口商品销售火

爆。这难道不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力量被

激活的有力证明？

笃行，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之下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追梦人的世界，

没有“容易”二字；我们所要思索的，也绝不仅仅是“机

遇”二字。实现现代化目标，总是比想象更困难，尤其是

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面临的问题会更复杂，来自

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挑战，无一不是艰巨的

课题、难啃的骨头。

克难靠发展，发展需引领。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发展的历史方位明晰了，发展的路径选择明确了，现在的

关键，就是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之下笃行实干。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

至成败”“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砥砺奋进，顺势者不惑。

面对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课题，势必需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从其战略视野、系统观念、价值追求

和辩证思维出发，在科学驾驭复杂严峻形势中育先机、开新

局，在攻坚克难应对新矛盾新挑战中谋发展、闯新路。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用好新发展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

新发展格局的根本出发点还是发展，是要实现更高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这种发展是手段更是目的，离不开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五大理念的协同发力和共同推动。坚定不移地把

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才能在形态上成型、功能上成熟、运行上成势。

当前，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一步一步抓好落实，我们方向清晰、步履坚定。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

涵型增长——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

转型升级的中国经济，犹如滚石上山、爬坡过坎。创新，

是翻越关口的强大引擎。

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拿出更大勇气、更多举

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

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撬动

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加快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这些都是改革的重

担子、硬骨头，必须在集成上下功夫。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开

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开放中密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

中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的发展，也将为世界

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已经到来的“十四五”，亿万人民要为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夯实基础、积蓄动能。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与开局之年的

“两会时间”紧密结合。

我们满怀期待，肩负时代重任和人民嘱托的代表委员

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强烈的使命感，建坦诚之言、献睿智

之策，为实现伟大梦想勠力同心向前进！

赢得历史主动 创造新的辉煌
——写在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本报编辑部

谈到智慧眼健康管

理站，全国政协委员、

何氏眼科集团董事长何

伟打开了话匣子，“智

慧眼健康管理站的成立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

民看眼病难的问题。”

2020年 2月，在当地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何氏眼科与沈阳市法

库县贺尔海村卫生室共建智慧眼健康管理站。1年多来，何伟

委员带着团队的医生经常下乡开展入户调研、眼健康筛查，还

为 146位乡村医生开展培训。同时，依托网络技术，提供云端

就诊服务，让村民们“在家门口看眼病”成为现实。

在人才培养方面，作为国家卫健委防盲治盲培训基地的负

责人，何伟委员带领团队已累计培训基层医生近 6 万人。自

2017 年起，他带领团队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人民医院通过

远程医疗平台定期进行云端连线，开展远程培训活动，为当地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眼科医疗队”。

“没有什么比老百姓的健康更重要。这些年通过下乡调

研、远程培训，对农村需要什么样的医疗有了更多的感受。我

希望通过各方努力能够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织牢基层医疗

网、守护好乡村振兴的健康线，做好基层百姓心灵窗口的守护

者。”何伟委员说。

何伟委员表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将围绕进一步健全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织牢织

密公共卫生防护网等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何伟：

做好基层健康“看门人”
本报记者 李 苑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我们村有很多创新的方式和方法。

如今，我的关注点转移到了如何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岫

云村党支部书记李君认为，引进新生力量，尤其是具有创新创

业潜力的在外务工、求学人员返乡创业就业是途径之一。

事实上，李君代表就是返乡创业的典型。“青春如何才能

更有意义？从村里走出

去的年轻人如果能改变

家乡的面貌，就是一件

很有成就感的事。”他

放弃了成都的工作，回

到岫云村担任党支部书

记 ， 带 领 大 家 脱 贫

致富。

去年，李君代表利用自己在村里调研、走访的间隙，拍摄

了不少以百姓生产生活为素材的视频。李君代表还利用网络平

台为村里的土特产做直播带货。

李君代表说，乡村振兴离不开新鲜血液。李君代表建议，

因地制宜出台惠农政策，重点支持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青年

农场主等，让他们能够扎根下来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全国人大代表李君：

引导年轻人回乡创业
本报记者 刘 畅

本 报 今 起 推 出“ 两 会 特 刊 ”
（5版—8版）

中 央 军 委 印 发《关 于 在 全 军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通 知》

新华社北京 3 月 3 日电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将

于 3 月 4 日下午 3 时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开幕。

开幕会上，与会全国政协

委员将审议通过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程，

听取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对

开幕会汪洋作全国政协常委

会 工 作 报 告 进 行 现 场 直 播 ；

新华网将对开幕会作现场图

文直播。

4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各代表团将召开

会 议 ， 推 选 团 长 、 副 团 长 ；

审议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

单 草 案 ； 审 议 大 会 议 程 草

案。4 日晚，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 次 会 议 将 举 行 预 备 会 议 ，

选 举 大 会 主 席 团 和 秘 书 长 ，

表决会议议程草案。预备会

议后，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

次会议。21 时 40 分，十三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举行新

闻发布会，由大会发言人就

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问

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为有

效防控疫情，共同维护公共

卫生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将

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届

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进行现

场直播，新华网进行现场图

文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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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日，集卡在宁波舟山港进行集装箱运输。近日，浙江宁波舟山

港生产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一派繁忙景象。2020 年，宁波舟山港港口生

产逆势增长，完成货物吞吐量 11.72亿吨，同比增长 4.7％；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2872万标箱，同比增长4.3％。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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