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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

会议，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这既是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时代新篇，必将产生划时代的深远

影响，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一、深刻学习领会系统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学习领

会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主题、重大原则、重大举

措、根本保证。其中，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原则“六个坚持”，包括坚

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

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

念。“六个坚持”既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大原则，也是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科学方法，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所强调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

持”一脉相承、融会贯通。

“六个坚持”和“六个必须坚持”都强

调了“坚持系统观念”。不谋万世者，不

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系

统观念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认识论和

方法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

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

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

物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

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

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

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领导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进

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坚持用系统思

维分析问题、研究工作、促进改革、推动

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坚持系统

观念的重要性，强调要处理好整体推进

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胆子要大

和步子要稳的关系；要处理好经济和社

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

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要不断提高

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

维 、创 新 思 维 、法 治 思 维 、底 线 思 维 能

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

系列重要论述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

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

了科学思想方法。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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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党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

和深度进军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

署，充分体现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

决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

程中，文化承担着光荣的使命。认真

学习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是摆

在我们面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是做好

今后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发展尽力的重要前提。

一、坚持在守正中创新才能
真正保持文化的先进性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全局的战略高度强调文化事业

的重要性。从文化自信成为“四个自

信”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正式提出和系统阐释，文化的

力量不可替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通过的 《决定》 再一次对深化文化体

制机制改革作了论述。我体会，这些

论述始终贯穿着守正创新这一宗旨，

真正体现了在文化上的定力和自信。

可以说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文化上的

体现。

《决定》 关于文化的论述体现了

新的时代要求。《决定》 指出：“必须

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

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

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这里的新意，正是在守正中显

现出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强调的内涵，但在表

述上也是有所升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

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党的二十大报告强

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看上

去的次序改变，实质上更加强调文化发

展的当代性和实践性。

（下转2版）

守 正 精 神 根 基 创 新 文 化 活 力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阎晶明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8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6 期 《求是》 杂志将发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 《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 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

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

功经验。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

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

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考虑。第

一，这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

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第二，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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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的迫切需要。第三，这是推动高

质量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变化的迫切需要。第四，这是应对重大

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在决定稿起草过程

中，我们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总结

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

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确定遵循原则，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紧紧围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

署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坚持问

题导向。三是抓住重点，突出体制机制

改革，突出战略性、全局性重大改革，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凸显改革

引领作用。四是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

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

划和推进改革。五是强化系统集成，加

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

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

习近平指出，决定稿锚定 2035 年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重点

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在内

容摆布上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注重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第二，注

重 构 建 支 持 全 面 创 新 体 制 机 制 。 第

三，注重全面改革。第四，注重统筹

发展和安全。第五，注重加强党对改

革的领导。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

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8 月 1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

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 50 周年。

习 近 平 指 出 ， 中 国 和 巴 西 同

为 发 展 中 大 国 和 重 要 新 兴 市 场 国

家，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携手前

行 的 好 伙 伴 。 建 交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

无论国际风云如 何变幻，两国关系

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全局性、战略

性 、 全 球 性 影 响 日 益 突 出 ， 在 促

进 各 自 国 家 发 展 振 兴 的 同 时 ， 也

为 世 界 和 平 稳 定 和 繁 荣 发 展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

习近平强调，去年卢拉总统成功

访华，我们就引领和开辟新时代中巴

关系新未来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

巴 方 以 中 巴 建 交 50 周 年 为 新 起 点 ，

持续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双

方各领域交流合作，赋予中巴关系新

的时代内涵，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

共同体。

卢拉表示，半个世纪以来，巴中

友谊不断加强，合作日益多元。当前，

两国在多领域、各层级保持合作，共同

建设更加繁荣、和平和公正的世界。巴

中关系对于构建多极秩序和更加公正有

效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对于两国和世

界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发挥了支撑作用。

两国关系的下一个 50 年，我们将并肩

开 辟 新 道 路 ， 构 建 命 运 与 共 的 光 明

未来。

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巴西副总

统阿尔克明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就中巴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

自 部 署 、 亲 自 推 动 的 伟 大 事 业 ， 承 载 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和心血汗水。1996

年，福建和宁夏建立对口协作关系。28 年

来，两省区一届接着一届抓、一任接着一任

干，将单项扶贫拓展到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

多层次、全领域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创造了

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的“闽宁模式”。

武夷山、六盘山，闽江水、黄河水……

山海虽远，闽宁情长。在闽宁协作机制下，

两地政协共同谱写出诸多美好故事。

“两片叶子”的新合作

天下黄河富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

中宁即宁夏中宁县。在得黄河自流灌溉

之利，又具备优越光热水土地理要素的“双重因

素”下，独特的塞上风土孕育了药食同源的宁

夏枸杞。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将枸杞产业

列为“六特”产业之一，提出了力争到 2030年实

现千亿产值的目标，并确定枸杞产业的包抓省

级领导为自治区政协主席陈雍、自治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董玲、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可为。

三者占其二，推动枸杞产业高质量发展

自然成了宁夏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

2023 年 5 月 16 日至 22 日，自治区政协

组织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枸杞核心产区中

宁县负责同志、枸杞企业代表，专程到福建

省、广东省推介宁夏枸杞，寻求发展合作良

机。在福建省，考察组深入推介交流，促成

闽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玺赞庄园枸杞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以福建为中心，推

动建设宁夏枸杞福建运营中心等平台。

“在宁夏政协考察组推动下，闽宁、粤宁枸

杞经贸合作深入开展，宁夏枸杞企业与闽、粤两地企业现场签

约项目 13个，签约总金额 2.5亿元。其中，宁夏枸杞福州市专

场推介会，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严可仕出席活动，现场签约 1.2

亿元。”一位参加活动的自治区政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让人惊喜的是，归来数月内，宁夏政协考察组赴闽、粤

考察的其他合作项目纷纷落地：2023 年 9 月，正山堂研发的

枸杞红茶在第六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上作为伴手礼

赠予中外嘉宾；10 月，“宁夏枸杞”广东运营中心成立；11

月，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举行“宁夏枸杞”福建

运营中心授牌仪式，两个运营中心在沿海城市

建起集文化展示、品牌宣传、产品销售于一体

的枸杞展示平台，开创了宁夏枸杞在华南地区

运营的新模式。

在 两 地 政 协 和 相 关 部 门 的 共 同 推 动 下 ，

福建正山堂茶业与宁夏智慧宫国际文化传播

集团强强联合，将骏眉红茶工艺与宁夏道地

枸杞叶结合，研制出枸杞叶茶，填补了行业

空白，成功实现闽宁“两片叶子”的合作。

今年 7 月 27 日，枸杞红茶文化体验馆开

馆暨新品发布仪式在银川举行。参加活动的

福建省政协原副主席、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

会会长林钟乐很是激动，他说，从“世界红

茶发源地”到“世界枸杞发源地”，通过合

作，让武夷红茶与宁夏枸杞完美结合，蹚出

了一条南北红茶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从一颗“红果果”到“两片叶子”的新

合作，在宁夏和福建政协的助力下，两地以

枸杞为媒谱写出闽宁协作的新篇章。

菌菇产业按下“加速键”

6 月的宁夏，草木茂盛，山川裹翠，处处

生机。

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驱车向南行驶 13 公

里，就到了隆惠村。一眼望去，120 栋修葺一新

的设施温棚鳞次栉比。而在 3 年前，这片温棚

区还因盐碱化问题破败不堪，处于闲置状态。

改变命运的火种，由一个小蘑菇“点燃”。

2021 年 ， 时 任 自 治 区 党 委 副 书 记 的 陈

雍，包抓移民致富提升行动重点村——隆惠

村。任自治区政协主席后，他依然关注当地

发展，多次到隆惠村、祥河村开展调研。

“大武口区纬度高，气候冷凉，光照充足，发展菌菇产

业有一定的优势。”2021 年隆惠村改造 86 个大棚种植菌菇，

发展菌菇产业。2022 年全年实现菌菇总产量 37 万斤，村集

体经济收入 41 万元，当年年底合作社首次实现分红。

为继续助推当地菌菇产业发展，2023 年 5 月，自治区政协

组织考察组专程前往被誉为“中国食用菌之都”的福建古田，

考察菌菇产业“县域工厂化”的古田模式，以长期合作、共同

发展为目标，谋划对口协作工作。（下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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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4 日，四川省达州市麻柳镇圣龙庙村村民在收水稻。秋收时节，多地水稻陆续成熟，农民忙着开镰收割，田间地

头稻谷飘香，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新华社发 （邓良奎 摄）

本报讯 （记者 司晋丽） 国家统

计局 15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

份，生产需求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

体稳定，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高质

量发展扎实推进，国民经济运行总体

平稳、稳中有进。

工业保持较快增长，服务业持续

恢复。7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1%，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5%。全国服

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比上

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回升，固定资产投

资规模扩大。7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 37757 亿元，同比增长 2.7%，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35%。前 7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 （不含农户） 287611 亿元，同比

增长 3.6%，比 1 至 6 月份回落 0.3 个

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

继续优化。7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6758 亿元，同比增长 6.5%，比上月

加 快 0.7 个 百 分 点 。 其 中 ， 出 口

21389 亿元，增长 6.5%；进口 15369

亿元，增长 6.6%。进出口相抵，贸

易顺差 6019 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

格温和回升。1 至 7 月份，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1%，比上年同期

下降 0.2 个百分点。7 月份，全国城镇

调 查 失 业 率 为 5.2%，比 上 月 上 升 0.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下降 0.1 个百分

点 。 7 月 份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5%。

“总的来看，7 月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

进。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

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依然

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在当日举行

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刘爱华表示，下阶段，要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落实落

细各项政策举措，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基础。

生产需求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