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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赵乐际主持 蔡奇李希出席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 16 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乔石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现在，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信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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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

的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同心同德、奋发进取，不断创造

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主持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蔡奇、李希出席座谈会。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

程中，涌现出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乔石同志就是其

中一位杰出代表。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

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

生。他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值得我们铭记，他的革命精神

和崇高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

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

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端正党

风、严肃党纪的坚强党性。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牢记初心、

勤政为民的可贵品质。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努力为民造福，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锐意改

革、敢于作为的政治担当。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

持守正创新，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奋力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尊崇法

治、厉行法治的执着追求。要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

法，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习近平指出，我们纪念乔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决反

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凝心聚力促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讲话全文见二版）
赵乐际在主持座谈会时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

度评价乔石同志为党和国家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对学习乔石

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对于我们

继承和发展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事业，实现新时代新征

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

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中央纪委

副书记孙新阳，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上海市市长龚正

先后发言。

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陈文清、王小洪、郝明金、苏辉

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上海市、浙江省负责同志，乔石

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乔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习近平、赵乐际、蔡奇、李希等出席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推 动 新 旧 动 能 平 稳 接 续 转 换
——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本报评论员

本报南京 12 月 16 日讯（记者薛海燕、
蒋波）近年来，江苏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以高性能

纤维等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和生产为抓手，

加快构建新材料产业集群。截至今年 11

月底，连云港经开区已培育和集聚新材料

企业近 100 家，年产值近百亿元。

创新是连云港经开区拓展新材料赛道的

发展密码。在普惠性实施科技创新扶持办

法基础上，该区针对瞪羚、专精特新等企业

出台专项扶持政策，重奖创新型企业。如

今，这里已经集聚以神鹰碳纤维、奥神聚酰

亚胺为代表的一批高性能纤维企业，以中复

连众风电叶片、中复碳芯、维赛高性能结构

芯材为代表的复合材料及其配套和应用企

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4家，成为国内

品种齐全、产业特色鲜明的新材料产业高地。

连云港经开区推行工业用地“标准地+

双信地+定制地”供应模式改革，推广“拿地即

开工”审批模式，全力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

营商环境指数位列国家级开发区前30位。

连云港市委常委、连云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商振江说，2025 年，经开区

将进一步加快 15个亿元以上重点新材料产

业项目建设，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碳纤维

产业基地，实现“双千亿”产业强区目标。

研发新产品

锻造新引擎

江苏连云港经开区集聚新材料产业

从空中俯瞰，澳门像一枝向

海生长的美丽莲花，绽放在祖国

南海的碧波之上。这座美丽的城

市，既是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

传统与现代融合之城，更是“一国

两制”成功实践的热土。

回归祖国 25 年来，这朵莲花

破蕾绽放，陆地面积从回归之初

的 21.45 平方公里扩大到 33.3 平

方公里，从南海之城发展成为国

际大都市；这朵莲花茁壮生长，本地生产总值从 1999 年的 519

亿澳门元（1 澳门元约合 0.12 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3795 亿澳

门元，从曾经的动荡萧条蜕变为如今的繁荣稳定⋯⋯美丽莲

花生姿摇曳，向全世界生动展现“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与

巨大优越性。

数百年沧桑，廿五载巨变。澳门在传承中成长，在创新中

发展。回顾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人们由衷感叹：这是澳门历

史上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最强的

时期。

爱国爱澳，是心田流淌出的歌

12 月的澳门街头，处处洋溢着节日喜庆气氛。道路两侧，

“庆国庆 75 周年·回归 25 周年”的招牌并肩而立，国旗和区旗

交相辉映，迎风招展。

25 年前的 12 月 20 日，澳门同样沉浸在一片红绿交织的欢

腾之中。市民们挥舞五星红旗和绿色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

旗，共同庆祝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

“历经 400 多年沧桑的澳门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当年回归活动现场的解说员高锦辉回忆起 25年前的场景，情绪

依旧激动。

高锦辉如今是澳门培正中学校长。像澳门各大中小学校

一样，培正中学重视从制度、课程、教材、师资培训及活动等层

面全方位推进，力促爱国爱澳传统薪火相传。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当

时将这首《七子之歌》唱响神州大地的容韵琳正是培正中学小学部学

生，而现在她的学弟学妹们人人会唱这首歌。 （下转第三版）

倾 听 ，莲 花 盛 开 的 声 音
——澳门社会文化发展纪事

11 月份国民经济稳步回升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有望顺利实现

□ 新华社记者 齐湘辉 尚 昊 郭雨祺

“ 我 在 黄 土 地 上 生 根 、发

芽，在红土地上成长、发展。”

一路走来，从农村大队党支

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

这片土地爱得热烈、爱得深沉、

爱得恒久。

兴“三农”、固邦基，除贫

困、向复兴。

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指引

下，广袤大地日新月异，乡土中

国沧桑巨变。

（一）

2024 年 11 月 5 日，湖北省

嘉鱼县潘家湾镇，甘蓝舒展，沐

浴阳光，满目青翠的十里蔬菜

长廊，见证了感人一幕——

菜地深处，习近平总书记

微笑着探身向前，伸出手来。

菜农叶祥松迈前一步，紧紧握

住总书记的手。

都是干过农活的手，握在

一起，格外亲切。

熟知农民、熟稔农谚、熟悉

农活、熟识农情，在广阔乡土和

广大农民间如鱼得水，真情流

露，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给人们

留下的深刻印象。

“南方不插五一秧啊”“青

蛙打鼓，豆子入土”“寸麦不怕

尺水，尺麦但怕寸水”⋯⋯沾泥

带露的话脱口而出，他对土地

的了解深入肌理。

2024 年 4 月 3 日 ，习 近 平

总书记来到北京市通州区潞城

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

植树。

一下车，总书记扛起铁锹，

走向植树地点。

1989 年，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也是这样扛

着锄头，在田间地垄同群众一起劳作。

习惯的动作，劳动的本色，数十年未曾改变。

1984 年，一名记者眼中的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

是这样的——“既没有县太爷的‘谱儿’，也没有大学生的

‘派’”“着实有点土气”。

这“土气”，源于一份终生难忘的乡土情结——“我是

黄土地的儿子”。

种地、拉煤、打坝、挑粪⋯⋯在陕北梁家河插队 7 年，

知青习近平几乎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

在国外访问，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那时候，我和

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在田间地头，总书记

对老乡常说“我们都是种庄稼出身”。

习近平同志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始终不曾忘记在

梁家河村度过的难忘的 7 年，始终不曾忘记那片曾经劳

动、生活过的土地和朝夕相处的乡亲们。

2015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梁家河看望父

老乡亲。

“盈儿，你可老了”“随娃儿，还记得吧”⋯⋯阔别多年，

总书记仍能亲切叫出当年同伴的小名。在梁家河的一段山

路上，总书记停了下来，举目凝望黄土地。（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的乡土情

新华社记者

即将到来的 2025 年，是实现“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收官之年，也是谋划“十五五”

规划之年。针对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日前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守正创新、先立后破，

系统集成、协同配合”。把握好稳与进、守正

与创新、立与破的逻辑关系，必须运用好新

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统筹好培

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而这，也是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经历 40 多年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经济

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必须突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

束，实现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向

主要依靠效率提升的集约型增长转变，在这

一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

续转换。面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大、世界

经济和贸易增长动能减弱的挑战，我们更加

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紧依靠

创新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培育壮大

发展新动能。在 2024 年的实践中，正是新

质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

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使我国经济增长的

动能更加充沛、基础更加夯实。

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中还面临一系

列困难与挑战，打破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瓶颈”，要依靠科技创新，路径是增加高质

量科技供给。加快布局突出前瞻性、战略性

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项目，引导

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向基础前沿领域聚集，

实现更多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

抢占重要竞争领域的发展制高点。此次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一个系统安排，就是要

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

化产业体系。

科技成果蕴含的巨大价值，只有落到

产业上，才能激发出现实生产力。从传统

产业到新兴产业，再到未来产业，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成为显著特征。统

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就

要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加快运用先进

技术、前沿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传统

产业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实现传统产

业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发

展的共赢，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支撑。

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是贯穿其中

的科学方法论。不同地区发展阶段不同、资

源禀赋不同、产业水平不同、优势短板各异，

必须实事求是，因时因势各展所长。传统产

业集聚的地区，要利用技术进步，在转型升

级中转出新活力；人力资源丰富、科研实力

雄厚、产业体系完备的地区，则要利用发展

基础，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对地方政府而言，落脚到实践中，

就是看准了务必抓紧干，善用自身比较优

势，进行差异化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用好

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构建良性竞争生态，让

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踏踏实实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成为主旋律。

新旧动能的平稳接续转换是一个过程，

面对压力与挑战，战略定力、长远眼光、治理

智慧依然是关键因素。而这，始终考验着各

级领导干部的能力与担当。

本 报 北 京 12 月 16 日 讯（记 者 熊
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1 月份，宏观

政策组合效应继续显现，工业服务业较

快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社会预期

有效提振，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国民

经济延续 9 月份以来回升态势。

“国民经济稳步回升，稳的基础在

巩固，进的力量在增强，积极因素继续

增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付凌晖表示，从全

年情况看，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有望

顺利实现。

整体上看，11 月份经济运行呈现出

“生产升、需求增、就业稳、市场暖、质量优”

的特点，经济运行质量继续优化。前11个

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9%，增速明显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8%，明显快于全部

投资增长；数字产品生产和数字服务提供

增势较好。11 月份，集成电路制造增加

值同比增长 20.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3%。新能

源领域创新发展有力推进，绿色产品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