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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新闻

让城市和谐宜居更美好
城市是人类的智慧创造，是

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 是人类活
动的重要区域。 让城市生活更美
好，是城市建设、发展、治理的价
值所在。

“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

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在我国
城市发展进入新时期之际， 中央
召开城市工作会议， 对城市工作
作出了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站在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贯彻“五
大发展理念”的高度，深入阐述了
做好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 深刻
指明了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方法
和路径， 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
基本遵循。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
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早在

1949

年，毛泽东同志这样号召全党。此
后中央先后召开

3

次城市工作会

议， 研究解决城市发展的重大问
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
界历史上规模最大、 速度最快的
城镇化进程， 从

1978

年到
2014

年，

城镇化率年均提高
1

个百分点，城
镇常住人口由

1.7

亿人增加到
7.5

亿人， 城市数量由
193

个增加到
653

个。数据变化的轨迹，从一个
侧面描绘出一个农耕古国向着城
镇化、 现代化不断迈进的精彩画
卷。实践充分证明，城市发展带动
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建设
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

从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的一
般规律看， 我国现在开始进入城
镇化较快发展的中后期。全国

80%

以上的经济总量产生于城市、

50%

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今后还
将有大量人口不断进入城市，城
市人口将逐步达到

70%

左右。在这
样的情势下， 我们尤其要保持清
醒头脑， 清醒认识我国城市发展

的问题和不足， 直面规划建设重
外延轻内涵、 用行政命令取代法
治以及“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只
有致力于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
善城市治理体系， 提高城市治理
能力，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
展道路， 才能顺应城市工作新形
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
期待。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
道路， 根本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城， 所以盛民也。”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是我们做
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城市的核心是人，关键是
12

个字：

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

解决好人的问题， 是城市工作的
价值指向； 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
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是
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标尺。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
道路，前提是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有其自身规律。比如，城市和经济
发展两者要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不能脱离经济发展而人为大搞
“造城运动”； 城市发展是农村人
口向城市集聚、 农业用地按相应
规模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
程，不能只要地不要人、只要白领
不要蓝领； 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生态空间和建
设空间比例失调，环境容量就不可
避免变少，污染就必然加重。只有
充分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
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才能
做好城市工作。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
道路，关键是坚持好“五大统筹”。

统筹好空间、 规模、 产业三大结
构，以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
好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以
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统筹好
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以提

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好生产、

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以提高城市
发展的宜居性； 统筹好政府、社
会、市民三大主体，以提高各方推
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总之，城市
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坚持集约
发展，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
求突破， 才能让城市发展更可持
续更宜居。

城市作为我国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 民生改善中的重要
作用， 充分认识城市工作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不断提升城市环境
质量、 人民生活质量、 城市竞争
力，不断开创城市发展新局面，我
们就定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
发展道路， 让城市生活更加和谐
宜居、更加幸福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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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致信祝贺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

向长期奋战在中医药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
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作出批示表示祝贺。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

60

年来，中国中医
科学院开拓进取、砥砺前行，在科学研究、

医疗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
了丰硕成果。 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
代代中医人才，辛勤耕耘，屡建功勋，为发
展中医药事业、 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
贡献。

习近平强调，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
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
和的大好时机， 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
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
药宝库中的精华， 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
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
世界， 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
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
健康中国、 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
新的篇章。

李克强在批示中指出， 中国中医科学
院成立

60

年来，薪火相传，矢志攻关，汇聚
各方力量， 研发出以青蒿素为代表的一批
重大成果，在中医药科研、教学、技术服务
等方面成绩斐然。 以屠呦呦为代表的杰出
科研人员不仅是中医药界的骄傲， 而且是
整个科技界的骄傲。 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
进一步增强使命感， 勇担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任，适应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趋势，

坚持中西医并重， 突出中医药的特色与优
势，借助现代技术，推动重大新药创制、重
大传染病防治等取得新进展， 在深入推进
医改中发挥更大作用，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提升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做到在继
承中创新发展，在发展中服务人民，为丰富
祖国医学宝库、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22

日上午， 中国中医科学院举行成立
60

周年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和李克强的批示并讲话。她表示，在党
和国家重视关怀下， 中医药事业发展焕发
出新的生机。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中西医并重，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加强多学科联合科研
攻关，增强服务能力，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为健康中国建设和人类健康事业作出独特
贡献。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中国医
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
究员屠呦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所长陈士林在会上先后发言。

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成立于
1955

年的卫生部中医研究院， 是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直属的集科研、 医疗、 教学为一体的综合性中医药研究机
构。

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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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电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日前印
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 意见明
确，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深化知识产权重点领域改革，实
行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促
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
展，提升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保
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到
2020

年， 知识产权重要领域和关
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优化， 形成
国际竞争的知识产权新优势，为
建成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知识
产权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2008

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
施以来， 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连
续四年稳居世界首位，商标注册
量保持世界第一，已成为知识产
权大国。但大而不强、多而不优
特征明显，保护不够严格、侵权
易发多发等问题仍然突出，企业
海外知识产权风险越来越高。意
见指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保障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迫切需要加快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

意见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

即坚持战略引领、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市场主导、坚持统筹兼顾。意
见明确了五条重要举措， 包括推

进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促进
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加强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和风险防
控， 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
等。

意见要求， 完善知识产权管
理体制， 授权地方开展知识产权
改革试验，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
展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

建立重大经济活动知识产权评议
制度，推动专利许可制度改革，实
现知识产权在线登记、 电子申请
和无纸化审批， 加快建设世界一
流的专利审查机构。

意见提出， 加大知识产权侵

权行为惩治力度， 完善行政执法
和司法保护两条途径优势互补、

有机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将故意侵犯知识产权纳入企业和
个人信用记录，构建公平竞争、公
平监管的创新创业和营商环境。

意见明确， 加强新业态新领域创
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强互
联网、电子商务、大数据等领域知
识产权保护规则研究， 推动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完善众创、众
包、 众扶、 众筹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

意见提出， 推动构建更加公
平合理的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加
强对外合作机制建设， 拓展知识

产权公共外交渠道， 加强重点产
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规划， 完善
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推
动我国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
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意见还提出， 要建立以知识
产权为重要内容的创新驱动发展
评价制度。 将知识产权产品逐步
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将知识
产权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规划， 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时， 注重
鼓励发明创造、 保护知识产权等
方面的情况和成效， 探索建立经
营业绩、 知识产权和创新并重的
国有企业考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