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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语种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法文、俄文、阿拉伯

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

中文繁体等 8 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

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由中央

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

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2 月 3 日至

2022 年 5 月 10 日期间的重要讲话、谈

话、演讲、致辞、指示、贺信等 109 篇，还

收入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 1月以来的图

片 45幅。全书分为 21个专题，生动记录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

面，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挑

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团

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实践，集

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

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的最新

贡献，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新境界、实现

新飞跃的权威著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中、英文

版自2022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

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多

语种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

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最新发展，增进对中国共产党过去

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的认识，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

之理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
工 作 论 述 摘 编》出 版 发 行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

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一

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

国发行。

妇女事业始终是党和人民事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度重视和积

极推进妇女工作，加强党对妇女工作

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

发展道路，部署妇联改革任务，发挥妇

女在各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我国

妇 女 事 业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 。 习 近 平

同志围绕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发表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发展

妇女事业、做好妇女工作，坚持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引导广大妇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贡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分8个专题，共计174段

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3年 3月 6日期间的报告、讲话、

说明、贺信、指示、批示等 50多篇重要文

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金观平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把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摆在重

要位置；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在放宽市场准

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分

批次加快推出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

措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 ，一 季 度 ，全 国 新 设 个 体 工 商 户 503 万

户，同比增长 14.3%；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

业 1.1 万户，同比增长 7.6%，尤其是 3 月，全

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4818 户，单月同比增

长 44%。

新设经营主体数据体现出他们对中国

经济的预期向好。经过多年“放管服”改革，

我国前置审批大幅削减，外商投资准入建立

负面清单，在大多数创业者想进入的领域，

制度性门槛已经相当低了。随着企业注册

全程电子化，我国普遍实现了工商登记“一

次不用跑、一天全办好”。然而，在实际经营

过程中，经营主体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实际

困难。

去年，在各地试点的基础上，我国提出大

力推进企业全生命周期相关政务服务事项

“一件事一次办”，为企业提供开办、工程建

设、惠企政策兑现等集成化办理服务。这项

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企业办事效率显著提

升，成本大幅降低。目前经营主体痛点主要集中在经营过程

中遇到一些有碍公平竞争、全国统一大市场不够统一等问题。

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需要“破四唯”，即破除唯体制、唯

规模、唯地域、唯关系的准营门槛，以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经营主体成长提

供优质土壤。

不能“唯体制”，在某些领域排斥民营企

业，或者在某些领域觉得国有企业不灵活，

外资企业更有实力。这种以出身论英雄的

刻板印象要不得。不能“唯规模”，只盯着大

企业，看不上小企业，有些地方甚至明文规

定成立 3 年以下的企业不能参与项目。这

种与企业实力、能力无关的偏好不利于发掘

有潜力的企业。不能“唯地域”，当前某些领

域依然存在地方保护主义，去年商务部等

17 部门出台措施强调“促进跨区域自由流

通，破除新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可见各

领域地方保护主义的石头，要抓紧搬开。更

不能“唯关系”，只给熟悉的、甚至有利益关

系的企业开绿灯，给不熟悉的企业设障碍，

类似情况容易让经营主体寒心，应注意防

范、杜绝再次发生。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

期，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针对企业

经营中遇到的有碍公平竞争的问题，党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垄断

法规定不得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措施，或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要尽快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

打通痛点、堵点，让经营主体在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下，

专心致志谋发展。

产业集群涌现，应用领域拓宽——

多 地 竞 逐 氢 能 赛 道
在能源加速变革、“双碳”目标背

景 下 ，清 洁 低 碳 的 氢 能 发 展 备 受 关

注。近年来，我国多地积极抢占氢能

发展赛道，一批产业集群加速涌现，应

用领域不断延展。

专家表示，各地要加强协同发展，

集中突破氢能产业技术瓶颈，形成氢

能多元应用生态，因地制宜拓展应用

场景，推进产业提质升级。

地方规划密集出台

近日，《广东省推进能源高质量发

展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发 布 ，

提出将加快培育从氢气制备、储运、

燃 料 电 池 电 堆 到 关 键 零 部 件 和 动 力

系统集成的全产业链，多渠道增加氢

气供给能力，适度超前建设氢气储运

加基础设施，利用低温氢燃料电池产

业先发优势，打造万亿元级新能源产

业集群。

去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印发《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

确，氢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重点发展方向。目前，大多数省份

都 将 氢 能 写 入 当 地“ 十 四 五 ”发 展

规划。

山东省围绕建设国家氢能产业示

范基地的发展目标，在《山东省氢能产

业中长期发展规划（2020—2030 年）》

中明确了“构筑两大高地、布局两大集

群、培育壮大鲁氢经济带（青岛—潍

坊—淄博—济南—聊城—济宁）”的发

展布局。

氢动力公交车已经在上海嘉定、

奉贤、金山、临港 4 个区域的公路上飞

驰；上海最大的 70 兆帕供氢能力加氢

站日前完成结构封顶，预计今年下半

年竣工⋯⋯去年 5 月，上海正式印发氢

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提出 3 年内产

业规模突破 1000 亿元。

天 津 市 积 极 完 善 新 能 源 产 业 链

条，目前已初步形成氢气制取、储运、

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及示范应用产业

链布局。临港海洋集团董事长赵月介

绍，3 月份，天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启动智能装备园转型升级，推进天

津市氢能示范产业园全面转型。新成

立的临港海洋集团正是为了重点布局

氢能产业，推进“天津市氢能产业示范

区项目”建设。

应用场景日渐丰富

示范应用方面，我国开展了氢能

典型场景示范应用，初步打通了氢能

“制—储—输—用”全产业链。

广 东 是 国 内 发 展 氢 能 产 业 的 大

省，已汇集氢能企业超 400 家，产业产

值超 100 亿元，企业涵盖氢能全产业

链，产业集群效应显著，燃料电池汽车

产业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当前，广州、

佛山、深圳、云浮、东莞等各市正在不

断锤炼“氢”功，壮大产业。

加氢站是连接氢能产业上下游的

中间环节，具有重要的枢纽作用。山

东制定出台标准，全面规范加氢站建

设，截至去年底，累计建成加氢站 30

座。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梅俊峰介绍，“‘十四五’时

期，山东高速集团在青银高速规划布

局 6 座加氢站，在济青中线规划布局

2 座‘油气氢’综合站，力争打造全国氢

能应用领域标杆工程”。

（下转第三版）

“一航津安 1”号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在沉放安装 E23 管节和最终接头，背后是建设

中的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桥（6 月 9 日摄，无人机照片）。6 月 11 日凌晨，国家重大工程深

中通道海底沉管隧道最终接头从 E23 管节顺利推出，与 E24 管节成功实现精准对接，标

志着世界最长最宽钢壳沉管隧道正式合龙。 （新华社发）

深中通道海底
隧道成功合龙

满足困难群众基本住房需求——

保 障 性 住 房 建 设 量 稳 质 升
本报记者 亢 舒

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是满足人民群

众基本住房需求的重要措施。进入“十四

五”时期，我国以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为重

点，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

住房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目前，各地正积极筹建各类保障性住房，并

加强规划、运营、管理，确保工程质量，促进

住房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从 1994 年国务院决定深化城镇住房

制度改革到 2007 年，全国共建设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 1000 多万套。

自 2008 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

来，全国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

棚改安置住房 7800 多万套，2200 多万困难

群众取得住房补贴，帮助 2 亿多困难群众

实现安居。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住房

保障体系。

202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首次明

确国家层面住房保障体系的顶层设计——

我国住房保障体系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

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

公租房主要面向城镇住房、收入困难

家庭。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向政府申请，

政府既可以提供实物的公租房，也可以给

予货币补贴。目前，各地基本做到了对城

镇 户 籍 低 保 低 收 入 住 房 困 难 家 庭 应 保

尽保。

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新市民、青

年人住房问题，重点在人口净流入的大城

市筹集建设，通常为 70 平方米以下的小户

型、低租金住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表示，今

年将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扎实

推进棚户区改造，新开工建设筹集保障性

租赁住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各类保障

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360 万套（间）。

重点筹建保障性租赁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是住房保障体系中的

“重头戏”，主要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土地、产业园区配套

用地和存量闲置房屋建设。

当前，许多城市正积极制定保障性租

赁住房发展规划并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

房。近日，上海市徐汇区保障性租赁住房

（人才安居）服务专窗揭牌，全市第一支保

障性租赁住房巡查监管队伍同期成立。北

京市提出，“十四五”期间，将建设筹集保障

性租赁住房 40 万套（间），其中 2023 年建设

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 8 万套（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全国初步计划建

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近 900 万套（间），

预计可解决 2600 多万新市民、青年人的住

房困难，可完成投资 3 万亿元左右。

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发展离不开资金支

持。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加快完善住房租

赁金融政策体系。日前，国家开发银行福

建分行与福州市属国企左海集团签署总额

4.88亿元的贷款合同并全额放款，支持福州

收购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国家

开发银行向济南城市投资集团所属泉城城

市更新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总额 14亿元的中

长期授信，首笔发放贷款 4.6 亿元，主要用

于购置存量住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

加强规划引领确保质量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规

划建设保障性住房。这表明，各地在筹集

建设保障性住房时须

加强规划引领。

在 住 房 选 址 方

面，以保障性租赁住

房为例，这类保障性

住 房 主 要 面 向 新 市

民、青年人，选址时应

尽量靠近工作地点，

促进职住平衡，且适

宜建在公共交通便利的地方。选址不适宜

容易造成供需错配，出现出租率低的问题。

在配套设施方面，保障性住房的配套

设施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受保障人群住

得好不好。配套设施应跟保障性住房同步

规划建设，提升受保障群体的居住质量。

此外，专家表示，工程质量是保障性住

房建设管理的核心。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建

设应与普通商品住宅同标准、同品质，不能

因为是保障房或租赁住房性质就降低标

准。特别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应严格按照

可居住标准改造，并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

不久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

出《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质量常见问题防

治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相关标准，明确

本地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常见问题防治的

底线要求，制定便于监督检查工程质量的

技术要点。其中，对室内外防水、噪声、室

内空气质量、房屋和家具的外观、设备管

线等的标准均给予了明确指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深刻认识

提升保障性住房工程质量的重要意义，切

实解决常见问题，让住房困难群众“住得

进”“住得好”。

播种面积超一亿亩内蒙古粮食生产势头好本报呼和浩特 6 月 11 日讯（记者陈力、
余健）据农情调度，截至 6 月 5 日，内蒙古自

治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已超过 1 亿亩，超额

完成国家任务。内蒙古春播工作进入收官

阶段，进度较去年同期快了 2 个百分点，预计

6 月中旬全区粮播基本结束。粮食作物已出

苗 8642.8 万亩，其中一、二类苗占比 96.7%，

全区粮食生产形势较好，春播期土壤墒情整

体好于去年同期。

今 年 以 来 ，内 蒙 古 提 前 谋 划 、统 筹 部

署，通过签署粮食生产责任书、分解下达粮

食生产任务、落实普惠性补贴政策以及加

大项目资金支持力度等举措，激发各地粮

食生产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为实施好优质

高效增粮行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奠定了

基础。

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的乌梁素海

西岸高效农业创新示范园区的小麦种植区

里，成片的麦苗长势喜人。内蒙古禾兴农牧

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白恩泽说，从去年的

种植经验来看，北斗导航技术种植土地利用

率更高，水肥一体化浇灌省水省肥。“目前，

小麦高度达到 35 厘米左右，进入了抽穗期，

预计今年产量至少增加 10%以上。”

“作为产粮大区，内蒙古以建设农牧业

强区为目标，持续扩大数量、提高质量、增加

产量，全力以赴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

基地。”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副厅长武向良

介绍，今年自治区在稳定种植面积的同时，

实施了粮食单产提升工程，围绕玉米、大豆、

小麦、马铃薯、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整合各类资金 5 亿元以上，建设

500 万亩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区，集成“良田、良种、良技、良机、良制”，

打造一批高产示范主体和高产示范村，辐射带动全区粮食大面积均

衡增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