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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综述之三

新华社北京 6月 10 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平关

于国家能源安全论述摘编》 一书，近日

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

度，找到顺应能源大势之道，提出能源安

全新战略，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

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

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我国新型能源体系

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世界能

源安全和能源发展转型贡献了中国智慧

和中国力量。习近平同志围绕国家能源

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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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征程统筹好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

全，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

强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

靠的能源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述摘编》 分 8 个专题，共计 21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至 2024 年 5 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演

讲、谈话、贺信、回信、指示、批示等

13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

一次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国家能源安全
论 述 摘 编 》出 版 发 行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一

矛盾，以往短期和暂时的调控可以起

到缓解和应急作用，但要从根本上实

现平衡和充分的发展，则需要科学有

效 的 宏 观 经 济 治 理 。 2020 年 5 月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

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提

出“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指出要

“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

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

划首次提出“目标优化、分工合理、

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宏观

经济治理体系”。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

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多个维度进

行综合施策，以确保宏观经济治理的

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6 月 4 日至 6 日，政协第十四届全

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京

召开，多位政协常委和委员聚焦“健全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分专题，用高质量

建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建设统一开放市场体系

“ 宏 观 经 济 治 理 体 系 ” 作 为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对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重要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推动着中国经

济实现了持续四十多年的高速平稳增

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

代，面对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征与新

要求，中国需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

系，以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

好结合。

“从‘宏观经济调控’到‘宏观

经济治理’，这是党中央对新时代中

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深

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理论

创新，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新的丰富和

发展。”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

特聘专家贾康看来，健全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的要义是完成直接调控向间接

调控的转变，按照资源配置“市场决定

论 ”和“ 政 府 作 用 论 ”，建 立“ 有 效 市

场+有为、有限政府”的运行体系，守

正创新地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这具有复杂性与挑战性，“比

如，房地产领域必须双轨统筹保障房

和商品房的供给，相应金融服务也需

要有‘双轨制’，托好‘保障轨’，才

有‘市场轨’健康长效地运行。”

“从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框架角

度而言，设定多少个宏观目标，就要

有多少个独立的政策工具。”易纲常

委表示，金融稳定作为宏观经济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完善

制度机制，让金融参与者有明确预期，

促进未来经济持续向好。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要加快建

设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欧阳坚委

员建议，在充分学习和领悟好习近平经

济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

究、梳理和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

论体系和政策框架，进一步完善与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司法体制和法律

体系。大力开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和弘扬工作，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诚信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高

水平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解除老百姓

后顾之忧，为老百姓提供“能消费、敢

消费、愿消费”持续可靠的物质保障。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兼顾了传统

宏观调控关注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等

基本目标，而且囊括了民生保障与生态治

理等重点内容。就治理方式而言，宏观经

济治理体系要求从全局出发、从系统出

发，在多重治理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

徐乐江常委认为，建立统筹协调联

动的综合治理体系对于健全宏观经济治

理体系非常关键。他表示，实现从引进

技术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迫切需要社会

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参与，也需要宏观经

济治理体系支持和包容。另外，“现在

市场有许多新供给，其中很多是精神类

产品，这方面产品涉及很多非经济部

门，需要经济部门和非经济部门加强沟

通协调和综合施策。”

（下转2版）

以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金诚

芒种时节农事忙。河南、山西等地麦收陆续

进入尾声，湖南、江西一些地方正忙着种稻插

秧。北方收麦、南方种稻，收与种紧密相连，南

与北交相辉映，中部这片土地上充盈着丰收与希

望的气息。

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确

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要坚持城

乡 融 合 发 展 ， 扎 实 推 进 乡 村 全 面 振 兴 ”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中部地区农业农村发展指明

方向、提供遵循。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部省份不断提高

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加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持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在农业农村现代化

的道路上迈出铿锵步伐。

想方设法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

夏粮抢收忙。在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的一块

麦田里，小麦收割机手谢国兵打开手机里的“河

南农机云”软件，点击“开始作业”。2 个多小

时后，他点击“结束作业”，弹出的收割面积是

“23.6 亩”。

像这样的忙碌场景，谢国兵今年夏收时节不

知经历了多少次。“如果农户着急收麦却没有收

割机，就可以在这个软件上搜索离自己最近的收

割机，点击‘联系机手’，就能拨通电话。”谢国

兵一边演示一边说。

从开镰到现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奋战，河南

全省超过 8500 万亩小麦已接近收获完毕。

河南小麦产量全国第一，安徽被誉为“江淮

粮仓”，山西是“小杂粮王国”……作为重要粮

食生产基地，中部地区是端牢“中国饭碗”的骨

干力量。眼下，中部地区夏粮收获已接近尾声，

从一些地方田间测产和实打实收情况来看，夏粮

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迎来又一个丰收年。

粮食丰产的背后，离不开耕地质量这个“关

键变量”，也离不开科技创新与良种、良技、良

法的推广。

藏粮于地，筑牢丰收之基。中部各省近年来深入实施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稳步增加，田、

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配套，农田可持续利用水

平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创造

了有利条件。

良种是农业“芯片”。湖南省农科院已自主建立了第三

代杂交水稻技术体系，成果应用实现了双季稻大面积示范亩

产突破 1500 公斤的攻关目标；河南建设了种业创新高地，

一座立足河南、服务全国的“中原农谷”在新乡悄然矗立；

山西持续推动种业振兴“五大行动”，在全省布局 5 大领域

27 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芯”，已成为中部各省抓粮

强粮的共识。

智慧农业，赋能粮食生产。手机 App 一点，

就能知道田里空气和土壤温度、湿度、养分情

况，以及如何改善农作物生长条件。在中部省份

不少“智慧农业”示范田中，物联网技术已成为

提质增效利器。

三产融合释放农业发展潜力

随着端午节到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前青塘

村又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走进这个黄土高

原上的村庄，空气中散发着粽子的清香，村里的

粽子加工厂传来煮粽子的“咕嘟咕嘟”声。

在前青塘村的粽子加工厂，56 岁村民王金

莲包好一个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现在每月能挣

上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打工挣钱不少，

还方便照顾家里。

作为吕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

县青塘蜜浸大枣粽知名度越来越高。如今，青塘

粽子已成长为大产业。今年青塘粽子产量预计超

过 3000 万个，销售额有望突破 7000 万元，带动

村民人均增收近万元。

农业是古老的传统产业，也是承载希望的朝

阳产业。古新之变，关键在于一个“融”字。中

部省份立足“农”、发展“农”、超越“农”，不

断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让传统农业释放出更大的潜力。

走进湖北省孝感市孝昌县鑫波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灌装晶莹饱

满的“孝昌太子米”。近年来，当地通过统一品

牌、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

装、统一销售，提质量、增效益、创品牌，“孝

昌太子米”区域公用品牌不断彰显。

根据规划，到 2025 年，孝昌县将实现中高档

太子稻种植面积 10 万亩以上，全县稻米生产、加

工和销售产值过亿元企业 4 家以上，发展“孝昌太

子米”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企业 8 到 10 家。

农业提质增效，不仅要赋予其更多市场价

值，也要不断拓展其多种功能。“农业+休闲”

“农业+旅游”“农业+生态”等一系列“农业+”项目也在中部

农业异彩纷呈。

在花海中拍照留念，在大自然中呼吸新鲜空气……依托土

豆花开满山坡的花海景致，山西省岚县已经举办了 9 届“土豆

花开了”旅游文化月活动。

在岚县河口乡王家村，村里的 310 户村民几乎都从事与土

豆相关的工作。开了一家农家乐的村民王爱珍在旅游高峰期每

天能接待四五十人左右，年均增收超过 1 万元。如今，土豆带动

当地种植、加工、文旅、餐饮等产业，涵盖了岚县大约 80%的劳动

人口，形成了近 15 亿元的产业规模。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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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78 届联大协商一致通

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决

议，并将 6 月 10 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

际日。在多重危机挑战交织叠加，世

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文明

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推动世界聚焦文明

对话议题，促进不同文明间增进交

流、和睦相处，可谓正逢其时、众望

所归。

环顾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再次来

到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地缘政治矛

盾升温，地区冲突此起彼伏，和平赤

字、安全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

有增无减，人类共存面临多重挑战。

找到文明和谐共处之道，成为人类社

会 面 临 的 重 大 课 题 。 2023 年 3 月 1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文

明倡议，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

挚呼吁，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呼应。此

次联大关于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

议，充分体现了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

要义。联大决议强调，所有文明成就

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倡导尊重

文明多样性，突出强调文明对话对于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

人类福祉、实现共同进步的重要作

用，倡导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和相

互尊重，这些理念都与中国主张相

呼应。

联大决议通过后，14 个国家参

加决议核心小组，83 个国家参加联

署，充分表明全球文明倡议顺应时代

潮流、契合时代需求，中国理念和中

国方案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马希尔·伊赫桑

认为，联大通过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的决议，“体现出中国提出的全球文

明倡议正不断落地生根，转化成更多

服务于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事关人类文

明进步，事关世界和平发展。文明之

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

取代。唯有平等包容的文明对话交流

才能消除歧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

间，你了解我，我懂得你，道理就会

越讲越明白，事情就会越来越好办。

中方倡议联大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就是要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

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

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

类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

量。泰国泰中“一带一路”研究中心

主任威伦·披差翁帕迪认为，决议的通

过体现出各方在尊重文明多样性方面存

在重要共识，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在

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世界和平发展

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面对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遭

到破坏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

够独自应对，需要各国同舟共济、通力

合作，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共识，从

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寻找

化解之道。为此，各方应根据联大决议

规定，倡导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

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的传承和创新，

积极推动人文交流与合作，实现人类文

明共同繁荣进步的美好愿景。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

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共同

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

一条出路。在前进的道路上，中国将与

世界各国一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

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包容“不同”中

寻求“共同”，在尊重“差异”中谋求

“大同”，携手谱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篇章。

众望所归的时代倡议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时代意义系列评论之一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渝湘复线高速磨寨乌江特大桥全桥即将合龙渝湘复线高速磨寨乌江特大桥全桥即将合龙

这
是
六
月
九
日
拍
摄
的
渝
湘
复
线
高
速
磨
寨
乌
江
特
大
桥
建
设
现
场
（
无

人
机
照
片
）
。
近
日
，
位
于
重
庆
市
彭
水
苗
族
土
家
族
自
治
县
境
内
的
渝
湘
复

线
高
速
磨
寨
乌
江
特
大
桥
进
入
最
后
一
节
两
米
连
续
梁
浇
筑
施
工
作
业
，
该
桥

即
将
实
现
全
桥
合
龙
。
大
桥
建
成
将
有
力
促
进
我
国
中
西
部
沟
通
。

新
华
社
记
者

唐
奕

摄

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端午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11..11亿人次亿人次

6 月 9 日，在海南省万宁市东澳镇，当地村民用多条小渔船头尾相连组成的“巨龙”在海中畅游（无人机照片）。端午

佳节，人们包粽子、赛龙舟、束艾草、点雄黄，在多彩民俗活动中欢聚一堂、共度佳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全

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 1.1 亿人次，同比增长 6.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 403.5 亿元，同比增长 8.1%。 新华社发

导
读

全 国 政 协 十 四 届 常 委 会
第七次会议大会书面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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