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就科威特埃米尔纳瓦夫逝世
向科威特新任埃米尔米沙勒致唁电

李强向科威特首相艾哈迈德致唁电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国家

主 席 习 近 平 17 日 就 科 威 特 埃 米 尔 纳

瓦 夫 不 幸 逝 世 向 科 威 特 新 任 埃 米 尔

米 沙 勒 致 唁 电 。 习 近 平 代 表 中 国 政

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纳

瓦夫埃米尔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纳

瓦 夫 埃 米 尔 亲 属 及 科 威 特 人 民 表 示

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纳瓦夫埃米尔深受科

威特人民尊敬爱戴，生前为促进中科关

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他的不幸逝世

是科威特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

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十分珍视中科友谊。相信在双方

共同努力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

不断巩固和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就纳瓦夫

不 幸 逝 世 向 科 威 特 首 相 艾 哈 迈 德 致

唁 电 ，向 科 威 特 政 府 表 示 沉 痛 的 哀

悼，向纳瓦夫埃米尔亲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市考察

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上海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并明

确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

育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加快构建现

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国际经济中

心地位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等进

一步部署，为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指明了

前进方向。

从国内发展需求看，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是以科技现代化助推中国式

现代化的战略支点。当前，我们正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

业，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因素。以

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积聚新动

能、跑赢新赛道，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赢得历史主动。

从国际竞争局势看，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布局和发展国际科技创新中

心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新一轮科技战

略的重要举措。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将成为全球科创活动

的高地、全球科创要素的蓄水池、全球

创新网络的集散中枢，对提高国家综合

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从现有基础看，作为长三角地区龙

头城市，上海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先行

者，为其他地区作出示范引领。长三角

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多年

来，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保

持在四分之一左右，对全国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约 30%；在建和已建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约占全国三分之一，拥有国家企

业技术中心数量占全国 26.4%。长三角

地区汇聚了许多高水平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又具备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突出的

人才优势。在龙头城市上海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上海的重

要使命，也是水到渠成的选择。

围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的目标要求，上海已经取得

长足进步。2014 年到 2022 年，上海研

发投入从 862 亿元上升到 1981.6 亿元，

研 发 经 费 投 入 强 度 从 3.66% 提 高 到

4.44%。C919 大型客机、首艘国产大型

邮轮“爱达·魔都号”、中国空间站梦天

实验舱、长征六号甲运载火箭、我国首

台获准上市的国产质子治疗系统⋯⋯

一 大 批 上 海 科 技 创 新“ 名 片 ”熠 熠 生

辉。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

大 先 导 产 业 正 发 展 成 为 上 海 的 创 新

高地。

期待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

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早日腾飞，成为我

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培育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探索

者和引领者。

□ 金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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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纪实

新华社记者

1978—2023，滚滚向前的改革春潮，造

就了蓬勃发展的今日中国。

2012—2023，更高举起的改革大旗，推

动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

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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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不竭动力。

更高举起伟大旗帜——
“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

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深圳莲花山，一棵迎风而立的高山榕，挺

拔茂盛，见证新时代改革开放的万千气象。

2012 年 12 月，上任伊始第一次出京考

察，习近平总书记就前往改革开放“得风气

之先”的广东，登上莲花山，亲手种下这株

高山榕。

2023 年 4 月，岭南大地，春风和煦。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首

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南下广东，

深刻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长期不

变的，一以贯之的。”

旗帜鲜明的宣示，源自深刻的历史自

觉，彰显不渝的改革决心。

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洞

察新阶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清醒认识

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新

的更大发展，从根本上还要靠改革开放。”

当改革指针指向新的刻度，把握新形

势新特征，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

“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当追梦征程进入关键时期，审视新机

遇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改革的

关键性和重要性——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位于西长安街延长线的京西宾馆，庄严而静谧。这里，

是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部署的宣示地。

1978 年 12 月，在此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

此召开，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的总动员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

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

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

革开放的全新局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恢宏画卷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引全面深化

改革的时代方位。

在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全 会 上 ，习 近 平

总书记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获得通过，

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0 项具体任务、336 项改革举措涵盖

方方面面⋯⋯约两万字的文件，一份总揽

全局的改革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

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

进方式和时间表、路线图铺展开来。

参与这次全会文件起草的一名成员

回忆说，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的新提法，最后是习近平总书记

拍板定论，实现了重大理论突破，“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下决心，很多重大改革是难

以出来的”。

波澜壮阔的改革背后，是领航者的大

气魄大格局大担当。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

国作出明确部署，法治与改革如鸟之两

翼、车之双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

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

作出决定，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制度图谱。

目标指向清晰明确，重大部署接连推

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这场关系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

革命，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

航程。

伟大变革，依靠旗帜领航。

在 开 启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之 初 ，习 近 平

总书记就旗帜鲜明强调：“我们的改革开

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强调

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下转第三版）

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勇毅前行
——写在改革开放 45周年之际

本报编辑部

最近，曾打响改革开放开山炮的深

圳，全面盘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成绩单。二三

产业混合用地、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

保护、医疗服务跨境衔接⋯⋯3 年来，又

有 40 条“深圳经验”走向全国。

与此同时，《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正式

印发。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诞生地上

海，又担负起新的使命——打造国家制

度型开放示范区。

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审视，

两个城市的发展故事，彰显着这场改变

中国、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正在新时

代续写传奇。

肇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

放，推动中华民族的命运齿轮飞转，走

过壮阔征程，开创前进道路，赢得了发

展空间。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昌盛，从

温饱不足走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走

向“富起来”“强起来”，社会主义中国探

寻出一条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道路，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

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

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

（一）

济郑高铁贯通运营，莱荣高铁全线

通车，丽香铁路正式开通⋯⋯

每到年底，又是铁路密集开通期。

对这样的新闻，人们已习以为常。而 45

年前，这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事情。是

怎样的紧迫感，才成就了今日的寻常？

“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被问

及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受时，他的这个

回答透露深意。

彼时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

200 美元。千万家庭最大的烦恼，是能

不能吃饱肚子；整个国家最大的忧虑，

是会不会被“开除球籍”。

危机，撞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提出，“实现四

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

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

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

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

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

命”。会议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

这 是 伟 大 的 转 折 ，也 是 艰 难 的 转

型。自此，披荆斩棘、变革求新，栉风沐

雨、春华秋实——

一个文明悠久的古国，迈上加快现

代化发展的轨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中国名片”上不断增加的头衔，记录着

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定

前行赢得的荣光。人民生活从短缺走

向充裕、从普遍贫困走向全面小康，有

了沉甸甸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社

会大局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始终保

持稳定。

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大步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当初，很少有人能够预见

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伟大变革之于世界

的意义。今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提出全

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

倡议⋯⋯一个个中国方案、中国行动，

彰显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

者、国际秩序维护者的作为和担当。“苏

醒的东方雄狮，对世界是机遇，还是挑

战？”10 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

年均贡献率超过 30%的成绩，给出了响

亮回答。

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迎来伟大复

兴的光明前景。近代以来，我们经历了

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

多拼搏。打开变革的闸门，强大的能量

充分迸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把彻底的精神主动、历史主

动、发展主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探寻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解放和

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分别事关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前

途、执政党的命运，指向的是同一个目

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即使经受多重曲折、遭

遇各种激流，我们始终能以改革开放的

态度面对一切，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奋发

进取。

这 45 年是历史的短暂一瞬，影响却

重大而深远。

这 45 年延展为厚重篇章，绘就了气

势恢宏的时代画卷。

改 革 开 放 只 有 进 行 时 没 有 完 成

时。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再

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涉险滩”，中国“永远不会自

己关上开放的大门”！

一路闯关夺隘，一路破篱清障，一路

积厚成势。这 10 年来，我们战胜了一系

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

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

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为中国之治夯

实基石，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

力。一个坚韧不拔的政党，打造了赓续

传承的伟业，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

创造了中华民族新的伟大历史时间。

（二）

江 河 是 向 海 的 路 ，每 一 条 都 在 追

逐；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每一步都在

发现问题、寻求答案。

2013 年初，持续 20 多天，京津冀、长

三角大部分地区雾霾压城。研究发现，

这一次的雾霾范围与重化工业的集结

地几乎重合，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短

板暴露无遗。

此时，出现短板的不仅是经济领域，

民生领域也是问题频发，党的执政能力

存在被削弱的严重风险。面临困难的也

不仅是中国，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仍未消

散，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全球治理困

局凸显，地区冲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甚嚣尘上⋯⋯外部环境可谓复杂严峻，

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

起，又增添了更多变量和不确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在经受现实

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焕发更大

活力。

视改革为时代精神的中国，选择用

全面深化改革来突破新的历史隘口，为

破浪前行的复兴号巨轮寻找更为开阔

的航线。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此为标志，中国

的改革开放步入全新境界，总目标直指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 国 家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60 项具体任务、336 项改革举措涵

盖方方面面，国际社会称之为当今世界

“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一个国家的

现代化程度越高，对制度化程度的要求

也就越高。放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中观察，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重要实践，是与全面依法治国齐头并

进的姊妹篇，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必然要求。改革

贯穿始终，既是驱动力也是凝聚力，既

是方法路径也是精神内核。

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进

阶，不仅要在某个领域，而且要在各个

领域全面展开，不仅要在好改的问题上

做文章，还要更加强调攻坚克难。“硬骨

头”“深水区”“攻坚期”的比喻，足以形

象地证明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

度、艰巨程度。

越 是 艰 险 的 征 程 ，越 需 要 领 航 的

力量。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两个月，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挂帅。 （下转第二版）

12 月 16 日，在甘肃省张掖市兰新铁路线上，满载煤炭的列车驶过。全国多地近日迎来大范围降雪寒潮天气，兰新铁路部门

发挥运输主渠道作用，对电暖用煤实行优先运输，全力保障用煤需求。 杨 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