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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

我国吸收外资增长19.6%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民生用能保供

情况汇报时要求

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一江碧水奔流 一派新貌展现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谱写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陈 刚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市，人口
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
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

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从中华民族
长远利益出发，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2016年以来，他先后来到长江上游、
中游、下游，三次召开座谈会，从“推动”到

“深入推动”，再到“全面推动”，为长江经
济带发展把脉定向。

日月其迈，时盛岁新。沿江省市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奋力推进生态环境整
治，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行稳致远。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

杂乱的芦苇荡化为连片花海，单调的
堤顶公路变身观光道路……国庆长假期
间，一批批游客来到江苏南通海门东布洲
长滩公园，听江涛阵阵，享秋日美景。

南通市，万里长江在江苏奔流入海的
最后一道生态屏障。2020年 11月 12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五山地区滨江片区考
察调研。“过去脏乱差的地方变成现在公
园的绿化带，说明我们只要下决心，就一
定能落实好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说。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
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2016年 1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
表重要讲话，全面深刻阐述了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要把修复
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曾经，污水入河入江、码头砂石堆积、
化工企业围江，长江水质持续恶化、生态
功能退化，生态系统敲响警钟。“长江里的
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做了几十年渔
民的武汉人王明武有切身感受。由于长
期过度捕捞和水质污染，长江生物完整性
指数一度到了最差的“无鱼”等级。

2018 年 4 月 26 日，武汉。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召开。

“长江经济带应该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习近平总书记为
新形势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指路定向、擘画
蓝图。

今年 1月 1日零时，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 10 年禁渔全面启动。渔民上了岸，长
江旗舰物种长江江豚正在“回家”。

“长江禁渔是件大事，关系30多万渔
民的生计，代价不小，但比起全流域的生
态保护还是值得的。”2020年8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安徽考察调研时强调。

为全局计、为子孙谋。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要
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
根溯源、系统治疗。

一场场生态保护攻坚战，在沿江省市
接连打响——

三峡坝区秭归港码头，“绿色岸电”让

这里告别柴油机轰鸣、泊船油烟四散的景
象；九江沿长江岸线，近年关停矿山 340
多家，临江1公里范围内小化工企业全部
关停退出；南京浦口“十里造船带”，蝶变
滨江生态风光带……

一系列制度设计，构筑协同共抓大保
护良性格局——

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系；相关省份
加快建立省际和省内横向生态补偿机
制；上中下游分别建立区域性协商合作
机制；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依法治江进
入新阶段……

5年多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华民族母亲河生机盎
然。今年上半年，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
例为 88.2%，同比上升 2.1个百分点，优于
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

金秋的重庆果园港，塔吊林立，货轮
穿梭，铁轨交错，车流滚滚。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寄语果园
港区的建设者、管理者以一流的设施、一
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务，为长
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好，为“一带一路”建设
服务好，为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服务好。

南来北往，西进东出，四通八达。果园
港已成为长江上游地区联通全球的“中转
站”。“以长江为主动脉，不同的物流通道，
在这里实现‘自由组合’。”果园港国际物流
枢纽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说。

“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
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
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习近平
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勾画了蓝图、指
明了方向。

三峡升船机自 2016 年 9 月试通航 5

年间，通过船舶 1.46万余艘次，运送货物
681.86万余吨、旅客46.72万余人次，客运
量、货运量、通过船舶艘次数呈稳步上升
趋势。

越三峡，过江陵，纳百川。千年“黄金
水道”，激荡澎湃，有效连接起沿江省市和
全国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汇入
世界经济大潮。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通州湾 20 万吨
级深水大港呼之欲出，将成为继上海洋山
港、宁波舟山港之后我国又一江海联运新
通道。“十四五”期间，江苏将加快建设水
陆空立体式双循环战略通道，探索服务全
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江海联动，陆海呼应；纲举目张，经脉
循行。

“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
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
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长三角一体化“龙头”腾飞，长江中游
城市群“龙身”支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龙
尾”舞动……沿江省市联动发展，正加快
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
设，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构筑高水平对
外开放新高地。

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新、
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新形势下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深
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一系
列要求和部署，始终凸显着“高质量发展”
这一根本要求。

大江奔流，巨龙起舞。长江经济带省

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精彩纷呈。
深耕新“赛道”，江西南昌的VR产业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一批行业头部企业
落子布局；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
岛、江西九江、湖南岳阳深入推动绿色发
展示范；浙江丽水、江西抚州积极开展生
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探索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新路子。

2020 年 11 月 14 日，南京。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座谈会。“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
质量发展主力军”成为长江经济带新的历
史使命。

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推动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生机勃勃
的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今年上半年，长
江经济带 11 省市地区生产总值 24.88 万
亿元，同比上升 14%，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46.9%。

日益优化的长江生态，也在回馈保护
它的人们。重庆广阳岛优美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人才、资金、技术加速聚集，科大讯
飞等企业纷至沓来，其所在的重庆南岸区
正崛起为智能产业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绿色发
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
进。”“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取得的成效
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尚未实现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

长江源远流长，发展任重道远。从巴
山蜀水到江南水乡，在新发展理念指引
下，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定能让一江清
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参与记者：赵宇
飞、侯文坤、郭杰文、魏一骏、周楠、程士华）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
的关键“章节”。86年前，在位于遵义市
子尹路的柏辉章公馆里召开的会议，在
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探索中反思，在绝境中奋起，在
挑战中开拓。遵义会议铸就的精神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指引着中国共产党
越过重重关山，创造百年辉煌，奔赴新
的征程。

坚持真理指航向

“遵义会议会址”——毛泽东为中
国革命旧址唯一的一幅题字。在这里，
毛泽东迎来人生的大转折，中国革命的
命运也迎来大转折。

1934 年，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中
国工农红军从 8 万多人锐减至 3 万多
人，缺粮少弹、疲惫不堪。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奇
迹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发生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
举行。持续 3 天的会议，几乎每天都开
到深夜。一次次激烈的争论、批评与自

我批评中，诸多问题得以解决——
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

义组织错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
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正
确的军事路线。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
中迎来转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融
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之中。

百年征程中，每到历史发展的重要
关头，中国共产党总能直面错误，力挽
狂澜。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
考察时强调，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
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
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
命特点的战略策略。这在今天仍然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信念坚定闯新路

一组数据令人惊叹：
长征出发时，红军指战员每 3 人才

有一支步枪，每支枪不到 50 发子弹；湘
江之战后，部队弹药所剩无几。到达遵
义地区后，每支枪平均只剩3发子弹。

而此时，国民党军40万重兵正向红
军包围而来。红军用这“每支枪 3 发子
弹”的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与配备飞
机、大炮的敌人展开搏斗。

若要问，他们一往无前的勇气来自
哪里？答案是：信念。生死关头，信念
不移，浩然的精神力量震撼人心。

1935 年 1 月至 3 月，红军四次渡过
赤水河。天寒地冻，红军战士们穿着褴
褛的军装，在川滇黔的山林、江河之间
高强度日夜急行军，硬是用一双脚底板
把围剿的国民党军远远甩在身后。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红军作战方
向变更达 10 次之多，战士们越战越猛。
一路迂回，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
战略方针。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新的战场、新的考验，共产党人信
念坚定、勇往直前。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
中华大地上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创造减贫奇迹。

新的长征路上，没有枪林弹雨，没
有天险阻隔，但同样布满暗礁、荆棘。

唯有扬起信仰之帆，为了民族的光明未
来执着追求、坚定前行。

独立自主踏实地

以遵义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独
立自主地掌握了中国革命的主动权和
领导权，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做出了一
系列重大决定，维护大局，将民族的命
运握在自己手中。

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
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在毛泽
东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军事思想指
引下，一连串堪称神来之笔的行动强
有力地证明，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采
取适合自己的作战方法，才能赢得战
场的主动权。

瓦窑堡的窑洞中、洛川的会议室
里、凤凰山麓的煤油灯旁……红军北上
途中的历次决议也鲜明地印证，中国共
产党不断地走向成熟。

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警示共产党
人：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
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
事业引向胜利。

“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
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中国革命伟大转折时迸发的遵义
会议精神，照亮我们前行的征程。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8日电

5月22日拍摄的南钢厂区与滨江生态湿地公园（无人机照片）。近年来，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数亿元提升厂区景观、打造工
厂花园，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生态修复与绿化。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独立自主 敢闯新路
——遵义会议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黄 玥 李惊亚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谢希瑶、安蓓）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
要》20日发布。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相关规划和政策
的重要依据。

规划纲要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位于“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处，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具
有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东亚与东南亚、南亚的独特优势。
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城镇密布、风物多
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新能力
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
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
举措，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在西部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增强人口和经济承载力；
有助于打造内陆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基
地，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
格局；有利于吸收生态功能区人口向城市群集中，保护长
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

规划纲要明确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
定位，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具有全国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
居地。根据规划纲要，到 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经济实力、发展活力、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体化发展
水平明显提高，区域特色进一步彰显，支撑全国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显著增强；到 2035 年，建成实力雄厚、特色
鲜明的双城经济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
和强劲动力源。

规划纲要共12章，提出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9项重点任务，包括构建双城经济圈发展新格局、
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协
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共建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
造富有巴蜀特色的国际消费目的
地、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联手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共同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等。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0 月 20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做好秋
收和秋冬种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
和物价平稳提供有力支撑；听取民
生用能保供情况汇报，要求确保人
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要求进一步
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政策支持
力度。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积极应对近期北方持续阴
雨对秋收秋播带来不利影响、农资
价格高位运行等挑战，保证秋粮应
收尽收，力争秋冬种面积基本稳定，
确保明年夏粮丰收。一是主产区要
抓紧组织秋粮抢收，做好粮食烘干
收储。二是抓好秋冬种。对因灾推迟
播种地块，通过选用早熟品种、适当
增加播种量、科学增施底肥等，尽量
降低晚播影响。三是保障农资供应、
稳定农资价格。四是加大政策支持。
对受灾地区中央财政再安排适当资
金用于农业生产救灾。财政部门提
前下达明年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和农
机购置补贴等，支持地方开展晚播
和购置烘干机等。

会议指出，确保人民群众特别
是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是党中
央、国务院的明确要求。据预测，今
年冬季北方等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低，甚至可能出现极端天气。会议

决定，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保民
生，重点解决群众和市场主体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一要确保冬季北
方地区特别是东北供暖。全力保障
供暖用煤生产和运输。依法打击煤
炭市场炒作。二要保障北方重点地
区取暖用气。组织供气企业尽可能
增加资源供应，统筹协调用气资源，
适时组织“南气北上”，用好已形成
的储气量，做好调峰保供。坚持宜煤
则煤、宜电则电，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保障群众取暖。三要充分发挥煤
电油气运保障机制作用，做好日调
度、周平衡。压实地方责任，鼓励地
方对供气供热企业给予合理支持，
保证民用气和取暖价格基本稳定。
科学实施有序用电，做好“压非保
民”预案，合理控制城市夜景亮化。
推动全社会加强节约用电用能。

会议指出，保中小微企业等市
场主体，就是保就业，也有利于增加
供给、稳定物价。要多策并举有针对
性加大助企纾困力度。防止大宗商
品涨价向下游产业传导使中小微企
业承受成本压力，抓紧研究包括阶
段性减税降费在内的普惠性政策，
鼓励地方对中小微企业在减免房屋
租金、水电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减轻
企业负担，帮助渡过难关。推动中小
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提
升市场竞争力。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者于佳欣）商务部 20 日发布前
三季度我国吸收外资数据，1 至 9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8595.1
亿元，同比增长 19.6%，引资结构持
续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6853.2 亿
元，同比增长 22.5%。高技术产业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 29.1%，其
中高技术服务业增长 33.4%，高技
术制造业增长15.2%。

根据商务部数据，从来源地看，
前三季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
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31.9%和
31.4%。从区域分布看，我国东部、
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

增长19.8%、29%和4.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司长刘

小南此前表示，综合各方面情况初
步研判，全年利用外资的数量能够
实现一定幅度的增长，有可能比预
期的还要好一些。

在稳外资方面，相关部门将继
续发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
表示，商务部将继续全力做好稳外
资工作，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进
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加大对外
资企业和外资项目服务保障力度。

国家发改委方面表示，将进一
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动重大外
资项目落地实施，落实好鼓励外商
投资产业目录，在强化服务的同时
做好风险防控。

（上接第一版）要深入理解新时代
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挑战，坚持党管人才，把准正确方
向，立足时代呼唤，树牢决心信心，
着眼实践要求，展现优势效能，切
实把力量汇聚到中央决策和省委
部署上来。要深入贯彻省委省政
府新部署新要求，扎实履职，多献

务实之策，强化引领，多聚团结之
力，发挥作用，多尽委员之责，练好
内功，打造过硬队伍，切实把行动
落实到助推我省人才工作高质量
发展上来。

梁田庚、葛会波、边发吉、陈书
增发言，孙瑞彬、卢晓光、苏银增、常
丽虹参加会议。

扫码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