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 航 中 国领 航 中 国

CPPCC DAILY
2022年9月23日 星期五

农历壬寅年八月廿八 第9321期 今日1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管主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033 代号1-2 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穿梭过去与未来，铭
记光荣与梦想。

人民军队诞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路走
来，改革创新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主席把深化
国防和军队改革摆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
位置，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部署一系列重大工作，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领导全军大刀阔斧推进改革。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大开大合、蹄疾步稳，变革重塑后的人民
军队体制、结构、格局、面貌焕然一新。

2021年深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充分肯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

▶▶▶ 把握时代大势，作出改革强
军战略决策

这是一场回避不了的时代大考，这是一次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是一篇塑造未来的战
略擘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面
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面对长期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习主席审时度势、总揽全
局，果断作出改革强军的战略决策。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忧
患——

2012年冬，在广东深圳蛇口港，习主席
乘坐军舰出航。

在南海之滨，习主席作出论断：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
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对军队来
说，也是强军梦。

一百多年前，列强从海上入侵。一次次错
失改革机遇的近代中国，逐渐陷入积贫积弱、
内忧外患的苦难深渊。

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习主席深刻指
出：“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
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
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强国梦就难以真正实现。

这个决策，来自于对军事革命的深刻把握——
放眼寰宇，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世界主要强国的

军队纷纷踏上变革转型之路。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习主席激励全军：“新军事

革命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要
抓住机遇、奋发有为，不仅要赶上潮流、赶
上时代，还要力争走在时代前列。”

这个决策，来自于直面问题的强烈担当
——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先后进行了13次比
较大的改革，部队规模、体制编制不断调
整，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受各种因素影响，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
的深层次矛盾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

“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
区，要解决的大都是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
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起来确
实不容易。”习主席告诫全军，“不改革是打
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

改革的机遇，稍纵即逝；改革的意志，
坚如磐石。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
开。党中央决定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
国家行为。

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部分写进全
会决定，这在全会历史上是第一次。

仅4个月后，又一条重磅消息引起国内外
广泛关注：习主席决策成立中央军委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党的
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也是第一次。

这两个非同寻常的“第一次”，昭示了党的
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对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的坚定意志、坚强决心，极大激发和凝聚
了全军官兵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的
磅礴力量，成为推动改革的根本保证。

回望十年来雄浑激荡的改革画卷，改革
强军的历史回响深远而悠长——改革是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
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 科学谋篇布局，绘就改革强
军宏伟蓝图

这注定是一场迎难而上的跋涉，也注定
是一次革故鼎新的起航。

对于一支大国军队来说，改什么、怎么
改，有目标、布局问题，有立场、观点问

题，也有方法、路径问题。习主席为改革论证设计倾注大量
心血，多次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
会议、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次当
面听取有关单位改革意见建议，亲自确定改革重大工作安
排，亲自领导调研论证和方案拟制工作，亲自组织研究改革
重大问题……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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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22日电 在第五
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
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
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今年，我们克服去年

北方罕见秋雨秋汛、冬小麦大面积晚
播、局地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应对
南方局部严重高温干旱挑战，实现夏
粮、早稻增产，粮食生产有望再获丰
收。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深
入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

方针和决策部署，强化粮食安全保障，
稳住农业基本盘，巩固拓展好脱贫攻坚
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实现农
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全国广大农民要积极投身加快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实践，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生
活更上一层楼！

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
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强调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实现农村更富裕生活更幸福乡村更美丽

9月 23日，秋分，我国将迎来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放眼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稻浪随风起伏，玉米长势喜
人，田野上铺展着丰收的图景。

粮稳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
四川考察粮食生产时指出：“我们有信
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乌克
兰危机、极端天气频发等背景下，我国
夏粮实现增产，秋粮克服多重挑战，丰
收有基础、有希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
的头等大事，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牢牢把
住粮食安全主动权，带领亿万人民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今年粮食问题备受关注。国际粮价
高位波动，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去年秋
汛造成我国三分之一的冬小麦晚播、长
势复杂。粮食压舱石能否稳得住，直接
关系经济基本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
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
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
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
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
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

14亿多人口要吃饭，这是中国最

大的国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

次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对“三农”工作和粮食生产、粮食
安全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三农”工
作阐释了五方面重大问题，将“确保我
国粮食安全”放在首位，强调“我国是
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
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作出重要部署，强调深化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
之路。

（下转3版）

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人民干好这件头等大事

新华社记者

“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
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
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
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
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华大地正
展现出天蓝地绿水清的亮丽新景象。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
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远眺山峦叠翠，近看碧波荡漾……
秋日的苍山洱海，让人流连忘返。洱海
是云南大理人的“母亲湖”，也曾因长期
污染导致湖水富营养化。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洱
海边，仔细察看生态保护湿地，听
取洱海保护情况介绍，强调一定要
把洱海保护好，让“苍山不墨千秋
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

永驻人间。
经过系统治理，今年上半年，洱海

水体透明度达到近10年最好水平。“当
洱海在眼前一天天清澈起来，才理解保
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大理古生村村
民何利成的客栈一度被关停进行整改提
升，恢复营业后迎来八方游客。

生态兴则文明兴。新的赶考之路
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道必答题。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美丽中国”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大把“污染防治
攻坚战”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三大攻坚战之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
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各地各部门通过一系
列切实举措，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产业提升，全面整治散乱污企业
及集群，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补上短
板，城市污水管网建设快速推进，不

断提升污水处理能力；能源转型，清
洁取暖改造减少散煤污染，可再生能
源快速发展……

曾被雾霾笼罩的天空逐渐被擦亮。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
从2015年的46微克/立方米降到2021
年的30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率达到87.5%。

水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
2021年，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
例达到84.9%，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山水林田
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
的”。之后，总书记又将“草”和

“沙”纳入其中：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

如今，我国超过25%的国土面积划
为生态保护红线，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了三江源
等第一批5个国家公园，为90%的陆地
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群提供有效保护。全国森
林覆盖率提升至24.02%，荒漠化、沙化
土地面积减少，绿意装点着山川大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生动展现。

（下转4版）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述评

新华社记者 高敬 黄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
型政党制度，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要制度安排。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政治协商工作
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对政治协商进行
了充分的实践探索，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凝聚共识、增进共识，促进科学民主决

策的重要途径。近期，中共中央印发了《中
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总结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宝贵经验，对新
时代政治协商工作作出了全面规范，是做
好新时代政治协商工作的基本遵循。《条
例》的出台有利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治

协商工作的领导，提高政治协商工作的科
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有利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
统一战线，同时对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
设、提高政治协商能力水平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条例》 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条
例》 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政治协商工
作加以制度化、规范化，是中共中央
专门规范政治协商工作的第一部党内
法规，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下转3版）

把好“方向舵”当好“参谋助手”
台盟中央

学习《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

“省委强调要办好广东的事情，
为确保二十大胜利召开作出积极贡
献。省政协责无旁贷，要在大局大势
中展现人民政协的担当和作为。”9
月1日，广东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
议，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再次
吹响了集结号。

这两天，省政协各专委会纷纷搬
进了新办公室，省政协机关焕然一
新。筹备数年的省政协文史馆也将在
10月 1日揭牌，为党的二十大召开
献礼。

9 月 9 日，一场线上学习的盛
会拉开了帷幕。结合省政协第三轮

“政协悦读”委员读书活动，省政

协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智能平台开
设了“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广东政协读书群，紧扣喜迎党的二
十大、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开展读书活动。住粤全国政协委
员和广东省政协委员同群热议、同
频共振，共话二十大。委员们讨论
热烈，即便在中秋假期，群内的发
言也是络绎不绝。

为了庆祝“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广东政协读书群正式开读，全国政
协委员、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专门设
计了读书群的 logo——一束火红的红
棉花，朵朵鲜艳的红棉花凸显了岭南特
有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底蕴，顺应了全国

政协对读书活动要体现政协气质和地方
特色的要求。

“通过读书与交流，进一步增进了
我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进一步增强了
我们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制度自信和文化
自信。这十年来的伟大成绩，我们每个
人都是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在下
一个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远的时间
里，我们将见证更多的中国奇迹，并将
为这些中国奇迹的产生贡献属于政协委
员的一份力量！”全国政协委员、省政
协副主席许瑞生说。

从 9 月至 12 月，省政协将围绕
“回顾十年发展历程，喜迎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壮大
县域经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助力推进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四个专题组织委员
读书，并将结合线下读书活动，促进读
书成果转化运用。

（下转4版）

努力续写更动听“春天的故事”
——广东省政协立足岗位履职尽责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林仪 揭春雁 通讯员 刘梦溪9月21日，在四川省崇州市道明镇新华村，村民驾驶农机收割水稻 （无人机照片）。时值秋收，农业大省四川省各地
农田里一片繁忙的收割景象。近年来，四川省持续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重中之重，抓紧抓牢粮食生产，打造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 摄

天府粮仓迎丰收天府粮仓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