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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上接1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就什

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

发展作出深刻阐释：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

质量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

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这是再塑中国经济的伟大创举——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

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时间回到 2012年。彼时的中国，行

至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亟待解决粗放发

展方式难以为继、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

等诸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深邃思考，并提

出一系列重要论断、作出重要指示：

从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到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论英雄，从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

期叠加”时期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从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到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一系列深远谋划指引经济建

设以高质量发展实现新飞跃。

10年来，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

的发展之路——

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由 11.4%
上升到 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总体上保持在 30%左右；制造业增加

值占全球比重从 22.5%提高到近 30%，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却累计下降

约 34%；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

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进入“十四五”，我国又踏上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

‘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主题”“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

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

部环境，只有把高质量发展主题贯穿到

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真抓实

干、久久为功，才能更好抵御各种风险挑

战，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

性互动。

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
局的深刻变革

2022年 9月 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等五

个重要文件，件件体现新发展理念，关乎

高质量发展。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

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2015年 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

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2021 年 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

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

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全党必须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一场关系我

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全面开启——

以创新驱动提升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22 年 8 月 17 日，正在辽宁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重点考察了企业自主

创新情况。

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

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要时不我待推进科

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

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

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作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决策，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引领下，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与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例由 1.91%提高到了 2.44%，

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由第 34 位上升到

了第 12位，天宫、蛟龙、北斗等一大批重

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为推进高质量发

展提供根本支撑。

以绿色发展增强高质量发展底色。

曾经，秦岭北麓违建别墅如块块疮

疤令人痛心。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推动问题整改解决。

亲自“出题”，亲自“验收”。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一些严重损

害生态环境事件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

求严肃查处，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彻

底解决绝不松手。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

考察时强调，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绿水

青山就可以成为金山银山。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

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

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

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

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本质要求。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

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

和实践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发展理

念和高质量发展是内在统一的，高质量

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

踏上新征程，新发展理念正引领中

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上坚定

前行。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
作为

“没想到价格不菲的羊驼玩偶这么

受欢迎”“所有六种口味的斯里兰卡红茶

都卖完了”“明年我们要申请更大的展

位”……

刚刚闭幕的 2022年服贸会上，众多

海外参展商的心声折射出中国超大规模

市场的魅力。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扎

实推进，中国的市场潜力正在不断激发，

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这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世

纪疫情突如其来，全球经济遭受严重冲

击。2020 年 3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前往

浙江考察复工复产情况。

总书记一路看一路思考：“我感觉

到，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了，大进大

出的环境条件已经变化，必须根据新的

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

2020 年 4 月 10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构建新发展格局。

此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构建

新发展格局作出全面部署。“十四五”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以“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专篇阐述。

着眼大局、顺应大势，习近平总书记

为我国中长期发展作出战略谋划——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要牢

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努力探

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我们强

调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关起门来搞建

设，而是要继续扩大开放”……

无论是国内考察座谈，还是出席国

际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新发

展格局作出阐释和部署。

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快科技

自立自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牢牢守住安全发展这条底线……把

握好重要着力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

落地。

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

案》，通过《关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

指导意见》，举办广交会、消博会、服贸

会、进博会等一系列国际经贸盛会，统筹

推进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共建“一带一

路”朋友圈扩至 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

织……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我国高质量

发展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

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

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破浪前行，把舵定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准确把握时与势，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迈向

现代化强国的道路更加清晰、步伐更加

坚定。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金秋时节，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自治区

的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热切期盼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鲜红的党旗、牧民的笑声……近日，在乌

拉特草原深处的一顶蒙古包里，气氛温馨而

热烈，乌拉特后旗呼和温都尔嘎查党支部正

在开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主题党日

活动，党员和牧民们围坐在一起，畅谈今年的

飞播造林成果，部署秋冬季的草原保护工作。

“喜迎二十大，关键在行动。这几年，嘎

查每年恢复草场两三万亩；保护草原生态，我

们还要继续努力。”蒙古族牧民孟克毕力格

说，“黄沙变绿是汗水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

我会继续守好这片草原。”

从茫茫林海到辽阔草原，从山峦碧波到

戈壁荒漠，横跨“三北”的内蒙古生态环境明

显好转，实现了“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的

重大历史转变，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到

45%，比 2012年提高 5个百分点。

“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巩固

发展民族团结大局”“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

建设得更加亮丽”……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始终激励着内蒙古各族干部群

众团结一心，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中秋节当天，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镇

上的“番茄集市”热闹非凡，农户们吆喝着售

卖沙果月饼、番茄、葡萄、笨鸡、山货等产品。

不久前开业的这个集市由蒙古族返乡创

业大学生齐晓景创办，为当地包括 300 多户

脱贫户和低保户在内的农户们搭建了农产品

自产自销的平台，来自汉族、蒙古族、满族、达

斡尔族等 5 个民族的农户互帮互助，共同为

创造幸福生活而努力。

“赶在这个时间开张，也是想在党的二十

大召开前夕，为各民族乡亲过上更加富裕的

生活增添一个新的平台。”齐晓景说。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定不移走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近年来，内蒙古各地以新发展理念为指

引，纷纷探索适合本地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在伊金霍洛旗，内蒙古首家零碳产业园

的施工现场，塔吊林立、马达轰鸣，一派繁忙

景象，现场立着“攻坚一百天，献礼二十大”的

宣传板。

今年 4月，这家产业园的一期项目投产，

已有隆基、华景等一批新能源项目落地，未来

将实现风电、光伏和氢能的互补，最终达到

100%的零碳能源供给。

项目负责人范奉斗说：“我们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内蒙古打造绿色新能

源基地作出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入秋，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叠翠流金，这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国有林区。晨

曦中，内蒙古森工集团根河森工公司乌力库玛林场巡护员耿洪广爬上一处山

坡，望着起伏的松涛，他的心情特别愉悦。

随着生态养殖、种植、旅游、碳汇等产业蓬勃发展，茫茫林海正日益成为

“金矿”“银库”，带动林场职工收入水涨船高。“去年公司为一线管护人员每月

增加了 400余元收入，管护站也进行了修缮，配备了电视等生活用品。”

“党的二十大快召开了，工友们都很振奋。相信林区的山山水水会变金变

银，我们将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奔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耿洪广对

未来充满憧憬。 新华社呼和浩特9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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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洋县戚氏街道八腊庙村村民在抢收有机水稻。

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17.3万亩水稻喜获丰收，乡村田野处处飘散着稻谷的芬

香。

洋县位于秦岭南麓、汉中盆地东缘，受秦岭巴山呵护、汉江滋养，川、丘、山

地地形兼具，青山环抱，绿水环绕，土壤有机质含量、生态多样性丰富，是世界闻

名的“朱 之乡”。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朱 之乡 稻谷飘香

近日拍摄的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站顶分布式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 6000 千瓦，站顶铺

设 1.77 万块、4.2 万平方米多晶硅光伏组件，电站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

式，自 2020年 12月正式并网发电以来，已累计发电超过 1000万千瓦时。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小麦玉米绿色高质高效生产技术、水

稻侧深施肥一体化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植保机、有机肥深松施肥机……14
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35 名种植能手齐聚

山东省乐陵市，现场登台展示粮食稳产高

产、肥料科学使用、新型农机操作等生产

知识和技能。

当日，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种植能手）

在山东乐陵市举办，这也是农业农村部全

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首次在全国范

围内举办此类大赛。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种粮能手技能

技艺精湛，各有各的本领和绝活。16 号

参赛选手安徽省太和县的种粮大户徐淙

祥，获得了本次大赛总分第一名。今年

69 岁的徐淙祥，2010 年牵头成立农业种

植专业合作社，1230亩耕地中有近 300亩

用于试验，900余亩用于示范推广。今年

夏种，他在试验田里种了 16 个新品种玉

米，还在 100亩地里试验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

良种配良法，丰收底气足。近三年，徐

淙祥种植的小麦平均亩产超 600公斤，高

产田块平均亩产超 800公斤；夏玉米平均

亩产 800 公斤，高产田块平均亩产超吨

粮。“良种良法好，优质产量高，多收又多

卖，亩挣几百块。”徐淙祥兴奋地对记者说。

在农机农艺融合方面，种粮能手也是

主力军。12号选手江苏省邳州市华瑞粮

食种植家庭农场主贾强，在粮食生产各环

节集成应用绿色高产、减肥增效、智能农

机等技术，实现了大田作物耕种管收全程

机械化、精细化作业，提高了粮食的品质

和产量。

20 号 选 手 薛 丽 娜 是“ 新 农 人 ”的 代

表，他们同样活跃在田间地头。山东省泰

安市岱岳区马庄镇岳洋农作物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薛丽娜，大学毕业后毅然从大城

市回到农村，与丈夫一起投入到农业生产

一线。

大赛评委、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

心首席专家高祥照说，这些种粮能手示范

带动效应强，通过积极提供社会化服务，

既推广了新品种新技术，还有效带动农户

增产增收，解决了“谁来种地”“怎样种好

地”等问题。

新华社济南 9月 14日电

让更多农民凭技能丰收致富
——首次全国农民技能大赛现场观察

□ 新华社记者 贾云鹏 徐速绘

新华社北京 9月 14日电 （记者
黄 刘诗平） 水利部副部长刘伟平

14 日表示，截至 8 月底，全国新开工

水 利 项 目 1.9 万 个 ，较 7 月 底 增 加

3412个，在建水利工程投资规模超过

1.8万亿元，重大水利工程开工 31项。

刘伟平在水利部当天举行的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和成效新闻发

布会上说，8月份，环北部湾广东水资

源配置工程、广西龙云灌区工程顺利

开工建设。截至 8 月底，共落实水利

建设投资 977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3296亿元，同比增长 50.9%。

据介绍，建设进度方面，一批重

大水利工程实现重要节点目标。安

徽引江济淮主体工程完成近 9 成，年

内有望试通水、试通航；珠江三角洲

水 资 源 配 置 工 程 隧 洞 开 挖 完 成

97.5%，年内有望全线贯通。同时，一

批事关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和粮食安

全的项目加快推进。完成中小河流

治理 6800多公里，建成农村供水工程

8173处，改造大中型灌区 505处。

刘伟平表示，当前正值水利建

设的黄金季节，水利部将在继续抓

好长江流域抗旱和防御秋汛工作的

同时，毫不松懈地抓好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

截至8月底全国新开工
水利项目1.9万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