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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进

———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侧记

新年伊始， 万象更新。

1

月
5

日至
8

日，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
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在中央党校举
行。在

5

日上午的开班式上，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深刻阐述了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
之、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
以贯之、 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
要一以贯之等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研
讨班学员中引发强烈反响。通过聆听
讲话、开展自学、分组讨论、全班交
流，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
员，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同志，军队各大单位、中央军委机关
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一步增强了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信心和定力。

学员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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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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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讲话通篇贯穿崇高理想信念、

强烈使命担当、鲜明理论品格、深厚
为民情怀，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最好辅导，既体现了对中央
委员会成员和高级领导干部的关心
厚爱，也提出了新要求，使大家深深
感受到核心的力量、 真理的力量、信
仰的力量。

举旗定向———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宣言书

作为有着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

97

年历史的大党， 如何取得这场
社会革命的最终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强调，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
革命的成果， 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 必须一以贯
之进行下去。 党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最根本的
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 学员们分为

18

个组进行讨
论交流， 结合自身实际谈体会、 谈认
识。 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与学
员们的讨论交流。

一位来自纪检监察系统的学员表

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 一场社
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 往往需要一
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党和人
民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各种代价取得
的宝贵成果。得到这个成果极不容易，

必须倍加珍惜。”

只有回看走过的路、 比较别人的
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
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

把得准。

“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我们正
处在推石上山、爬坡上坎的过程中，每
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建设者，也是共享者。不论前进道路上
遇到什么风险挑战、艰难险阻，都不能
动摇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
信念。”一位学员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正成为
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
帜， 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
柱。

一位来自西部地区的学员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开创性、 历史性
贡献。 我们一定要更加坚定‘四个自
信’，牢固树立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不懈奋斗的信念，为
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更大历史贡
献。”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谆谆教
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
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
丧失了革命精神。

大家一致认为， 要实现党和国家
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
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
领导人民进行了

97

年的伟大社会革命
继续推进下去， 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
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
为困难而退缩， 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展现更加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真
理力量。

自我革命———深入推进党
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动员令

“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
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
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总书
记在开班式上深入阐释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的极端重要
性， 展现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自我

革命勇气与政治自觉。

“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以自我革
命精神解决党存在的突出问题， 抓住
了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的根本。”一位来自军队系统的学员表
示，抓党建是否具有革命精神，效果大
不一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存在的
积弊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有效解决，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带领全党上下发扬自我革命精神，

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毒、敢于壮
士断腕。

学习、思考、讨论、交流……冬日
的中央党校校园， 洋溢着浓厚的研究
氛围。宿舍里，学员们自学到深夜，自
己准备小组发言， 有些学员在笔记本
上手写了数页的发言提纲。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关键少
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对高级领
导干部提出了“五个过硬”的要求———

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
过硬、作风过硬。

学员们纷纷表示，聆听之后，感到
深受教育、深受触动。“五个过硬”抓住
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要害
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要不折
不扣对照落实。

“最重要的是要信念过硬，始终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座右铭、案头卷、必备书，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真正用以武装头
脑、 指导工作。 最根本的是要政治过
硬，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一位学员说。

“历史上优秀共产党员都是为理
想而奋斗终生的，头可断、血可流，信
念不能变。只有信念过硬，才能忘我；

只有信念过硬， 才不会被糖衣炮弹所
俘虏” “小事小节中有政治有方向有
形象有人格，‘五个过硬’ 必须从具体
事情做起，只有落细落小，才能把‘五
个过硬’落到实处”……

在小组讨论交流中， 学员们纷纷
把自己摆进去，对照“五个过硬”要求，

深入谈认识思考。大家一致表示，这几
天的集中学习， 不仅是一次思想的再
统一，也是一次党性的再教育。

清醒冷静———增强忧患意
识提高防范风险挑战能力的警
示课

“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
取得成绩的时候， 越是要有如履薄冰

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
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习近平
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党发出增强忧患
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的深刻
警示。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

结合各自工作领域， 学员们纷纷
对当前存在的风险挑战进行梳理分
析，找原因，谈对策，讲打算。

一位来自中部地区的学员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体现出强烈的忧
患意识，提醒我们既要满怀信心开启新
征程， 又要防范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
险。在成就面前要保持清醒头脑，攻坚
克难，坚持底线思维，绝不能犯可能迟
滞、 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错
误。”

“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永远戒骄
戒躁，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一位来自中央国家机关的学员谈到，

“三大攻坚战” 中第一个就是要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这其中就包括金融风
险，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坚决防止发生系统
性金融风险，排查地方政府隐形债务
等问题。

一位来自东北地区的学员说，要
逐一研判自己所在地区风险的表现及
程度，逐一分析原因，逐一预判走向，

逐一制定预案，逐一消化解决，争取把
风险解决在萌芽状态， 或消化在发展
中，或先控制在可控范围、创造条件待
时机成熟再予以解决。 既要高度警惕
“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
件。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
民是阅卷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近代中国
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是中国实现现
代化的必然选择， 是创造人民幸福美
好生活的必然选择。”一位新进中央委
员会的学员表示，千年大计只争朝夕，

国家大事必作于细。 必须以舍我其谁
的担当做好各项工作，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投入事业之中。

新时代，号角吹响，击鼓催征。

4

天的专题研讨班结束了， 崭新
的征程开启了。学员们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 更加坚定的信心奔赴各自岗
位，以新作为展现新气象，按照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指引的方向，不断开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朝着我们党确立的伟大目标奋勇前
进。

（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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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正在中国掀起一场“饭碗里的革命”。

８

日出炉的
２０１７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有
３

项水
稻研究成果和团队上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家洋等
完成的“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
设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袁隆平杂交水稻创
新团队获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奖）；潘国君团队完
成的“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新品种选育及
应用”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用不到世界
８％

的耕地养活世界
２０％

左右的人
口，粮食安全始终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主题。水稻育种
技术的多项突破，不仅使水稻产量持续提高、种植地
域大大扩展，更迎来稻米“量身定制”时代。

获奖关键词：水稻产量继续攀高、地域
大为拓展、基因组合培育、寒地高产稳产

２０１７

年是“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创新团队的丰收年：

９

月， 生长在黄海之滨一片咸水中的特殊水
稻———袁隆平团队培育出的最新“海水稻” 喜获丰
收， 在

６‰

盐度的咸水灌溉条件下正常生长结实，最
高亩产达到历史性的

６２０．９５

公斤。

１０

月，在河北邯郸市的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袁
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

９００

”实现
亩产

１１４９．０２

公斤，创下世界水稻单产最高纪录。

２０１７

年，袁隆平创新团队在云南、陕西等
１３

个省
区市建立了

３１

个超级杂交稻百亩连片高产攻关示范
点，实施“良种

＋

良田
＋

良法
＋

良态”的“四良”配套技
术，取得了超级杂交稻超高产的重大突破。

早在
１９９７

年，袁隆平即领衔牵头“中国超级杂交
水稻”研究。现在，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年种植面积超
过

２．４

亿亩，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
５７％

，产量约占水
稻总产的

６５％

。杂交水稻年增产约
２５０

万吨，每年可
多养活

７０００

万人口。

如果说袁隆平团队的探索， 使水稻种植在产量
上大幅提高、地域上大为拓展，那么，李家洋团队完
成的应用于水稻高产优质分子育种， 则为突破水稻
的产量瓶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基因资源，

被誉为“一次新的绿色革命的开始”。他们成功克隆
出水稻理想株型基因

ＩＰＡ１

，同时建立了高效、精准
的设计育种体系。

“‘分子设计’育种是世界作物遗传改良领域最
先进的技术，就像组装一台电脑，人们想要什么样的
水稻， 育种专家就可以把相关的水稻基因组合在一
起。”李家洋说。

另一个获奖团队———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
斯水稻研究所潘国君团队，历经

２０

多年研究，创新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寒地早粳稻“龙粳”系列，解决
了寒地早粳稻品种难创高产和稳产问题。

稻米从高产迈向优质，吃得饱也要吃得好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对粮食需求既要吃得

饱，也要吃得好。然而，国内大米口感不佳、品质不高等问题长期存在。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对水稻性状控制机理不明晰。”李家洋说，水稻产量与稻米品
质分别由多个基因控制，不同基因之间相互影响，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

通过多年研究，李家洋团队确定了调控水稻产量和品质的主效基因，并阐明了其分
子机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分子设计育种技术，可以精准选出高产与优质的控制基因“组
装”在一起，从而破解水稻“高产不优质、优质不高产”的难题。

“实现高产与优质的结合，只是分子设计育种的第一步。通过基因精准组装，未来分
子育种可实现更多优良性状的聚合，像设计工业品一样设计水稻，对稻米‘量身定制’。”

李家洋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李振声认为，分子设计育种将带来育
种理念的全面革新。未来可以根据不同人群的健康需要，针对性设计出富含不同营养元
素的水稻。

袁隆平团队核心育种专家邓启云表示， 他们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已实现高产与优质
有机结合，“

Ｙ

两优
９５７

”等品种实现了超高产，同时米质达到国标二级优质米标准。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在我看来，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从过去
的‘吃饱’向‘吃好’转变。”袁隆平说。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水

稻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主要口粮作物。多年来，我国水稻科学家不断取得突破，用科技创
新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物技术发展。“嘉优中科”系列新品种背后，就是中国科学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Ａ

类）“分子模块设计育种创新体系”，其定位为“解决关系国家
长远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

寒地早粳稻区生态条件特殊，种质品种为早粳稻生态型，存在生育期短难创高产、

稻瘟病和低温冷害频发难以稳产等问题，导致日本品种长期占主导地位。

潘国君团队创新出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高产多抗寒地早粳稻， 极大推动
了寒地早粳稻产业的发展，为提升粳稻育种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

袁隆平认为，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保障粮食安全，必须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
的产量。近

２０

年来，他领衔杂交水稻超高产攻关，相继实现中国超级稻第一期至第四期
大面积示范种植亩产

７００

公斤、

８００

公斤、

９００

公斤和
１０００

公斤的目标。

“海水稻”不仅能改造盐碱地，而且能增加粮食总产量，对保障我国和世界的粮食安
全意义重大。袁隆平团队提出：用

３

年时间，让耐盐碱水稻的抗盐碱能力超过
６‰

且亩产
３００

公斤以上；再用
５

年时间，实现稻作改良盐碱地技术产业化，为国家增加
１

亿亩耕地，

多养活
８０００

万人口。

自
１９７９

年我国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已经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和推广，给
当地带来了显著的增产增收。记者了解到，几十年来，我国不仅为一些国家培训了数以
万计的学员，还长期派出专家实地指导当地杂交水稻研究。

中国杂交水稻造福于人类，为我国赢得国际声誉。袁隆平说，我们要推动杂交水稻在
全世界的发展，帮助更多耕地资源稀少的国家拓荒变田，助力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新华社北京
１

月
９

日电）

破除“重化工围江” 重构发展格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两年间

2017

年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之年， 前三季度， 沿江

11

省市
GDP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增速稳
中有进的背后， 凸显长江经济带适应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新走向。

记者近日在沿江省市调研， 探寻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两年来，

这些省市从“量”到“质”的发展变迁路
径。

破除“重化工围江” 让母亲
河永葆生机

从湖南株洲市高新区经石峰大桥
过湘江， 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块块平
整的土地， 一座座新型的厂房……那
是曾经聚集数百家冶炼、 化工厂的清
水塘老工业基地， 一度是全国工业污
染重地。

2017

年初，株洲吹响了清水塘
搬迁改造攻坚的号角， 除株冶及配套
的
4

家中小企业、昊华化工计划
2018

年
关停外， 清水塘地区落后污染企业关
停到位。如今，这里不断“变绿”，焕发
生机与活力。

“搬迁涉及
2

万余名职工，影响工
业年产值两百多亿元， 需要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株洲市委
书记毛腾飞说。

2016

年初，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顺应时代潮流，围
绕长江经济带建设作出重大部署。

两年来，“生态优先” 已成为沿江
城市经济发展的共识。 在江西省九江

经开区，严把项目关，对重污染、重化
工、高耗能等项目，无论投资多大、效
益多好，均“一票否决”。国内某知名造
纸企业计划投资

200

亿元，建设工业包
装纸生产基地，产后税收达

15

亿元，当
地综合考虑环保等因素后毅然放弃该
项目引进。

两年来，在经济总量增长、人口增
加压力下， 长江生态环境整体趋于好
转， 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实现由增
到减的历史性转变。 太湖

22

条重要入
湖河道水质两年来消除劣

Ⅴ

类， 重点
水功能达标率由

22.5%

提高到
56.5%

。

长江流域万元
GDP

用水量
2016

年降至
76

立方米
,

比
2007

年下降
67%

。

产业“绿色升级” 点燃经济
新引擎

“绝不能把企业一关了之，一搬了
之，变成一座空城。”株洲市市长阳卫
国说， 长江经济带建设不能只做“减
法”，还要及时做“加法”，补充和导入
新的绿色企业和产业， 实现高品质的
“腾笼换鸟”。

在株洲轨道智谷工业园内， 湖南
博羿科技厂的工人正“热火朝天”地调
试安装设备，准备投入新订单的生产。

这个轨道装备配套企业因位于清水塘
而不得不搬迁， 借助这个契机该厂淘
汰了原先污染严重的油漆、 喷涂等项
目，瞄准轨道旅游交通装备领域，焕发
出新的生机。

长江经济带致力于打造全国转
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 沿江省市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创新

驱动消解人口红利下降影响， 正由
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的重化工
产业为主向技术密集型、 知识密集
型的绿色产业为主转变， 抢占动能
转换先机。

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声谷”短短
几年间，已入驻

200

家高科技企业，形
成了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平台支
撑到产业发展与应用的语音及人工
智能产业链；在相邻省份浙江，杭州
市余杭区梦想小镇两年汇聚了

1

万多
名创客、

2000

多个创业项目； 在地处
长江上游的贵州省，大数据全产业链
创新体系加速形成， 大数据核心业
态、关联业态、衍生业态企业已超出
800

家。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息经济、

生命健康等新产业正成为沿江地区发
展新动能， 如江苏战略新兴产业产值
年均增长

10%

， 浙江“三新” 经济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2/5

以上， 四川科
技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

50%

。

重构高质量发展格局有
待扬长补短

向质量变革要效率已成为沿江
城市经济发展的共识。

2017

年以来，

各地加大对企业技改支持力度，如湖
南省前十个月，技改投资占据工业投

资超“半壁江山”，高于全国
10.6

个百
分点；安徽省前十一个月完成技改投
资

6688

亿元，增长
16.2%

。同时一系列
“减负”“振兴实体经济”政策的出台，

为沿江企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活力。如
2017

年前三季度江西省为企业减负
约

845

亿元，

11

月再推出减负“新
30

条”。

长江经济带迈向高质量发展，但
还有一些难题待破解。

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从大
招商到大保护， 个别地方和干部不适
应。在一个地处连片特困区的县，当因
环保问题搁置了年利税

6000

万元的采
石项目时， 遭遇了一些干部不理解。

“这些干部说要发展， ‘该搞的还得
搞’。虽然都知道生态优先，但缺少担
当。”县政府负责人说。

另一方面，因缺乏分工定位和有
效协调合作机制，长江经济带存在产
业同质竞争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建
议，一方面，东、中、西部或者上、中、

下游要做好区域统筹规划，形成经济
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另一方面，长江
经济带干流区域与支流流域、核心地
区与外围省份也要围绕产业配套开
展分工合作， 尽量实现资源最优配
置。

（新华社合肥
1

月
10

日电）

□

人民日报记者徐隽
新华社记者朱基钗

□

新华社记者张紫
赟

王贤
阳建余贤红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