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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新华社“两报两端”改版升级

□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奋进新征程，展现新气象。 新华通讯社所属

《新华每日电讯》《参考消息》 和新华社客户

端、新华网“两报两端” 等将改版升级，于2021

年1月1日全新亮相。

新华社社长、总编辑何平表示，此次改版升

级， 是新华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举措。 通过

改版升级， 更好地唱响奋进新时代的昂扬主旋

律，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

加深入人心， 在做大做强主流舆论上取得重大

突破；更好地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在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更好地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在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

29日在京举行的新华社“两报两端” 暨重

点报刊品牌推介会上， 新华社面向用户和受众

集中推介“两报两端” 等报刊终端，集中展示加

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成果。

改版后的《新华每日电讯》，充分彰显党报

品格、大报品位、国社品质，集中展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活

动报道，唱响时代最强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

能量。 同时，打造“融媒之纸” ，实现传统报道、

新媒体报道“跨媒介互动” ，让媒体融合成果跃

然纸上，实现“由内而外”焕然一新。

《参考消息》汇天下新闻信息于一报。 此次

改版，坚守“不可替代” 和“观察世界的特殊窗

口”定位与特色，以“深”“广”“新”为核心，增

强报道的参考性、镜鉴性、前沿性，突出纸媒“精

细化阅读”优势。

新华社客户端改版升级，着眼于打造“权威

资讯第一发布平台”“主流资讯汇聚分发平台”

“社会治理信息集散反馈平台” 。 从 “丰富功

能” 入手，“全程” 在线生产“活” 的“全息” 新

闻，“全员” 在线运营“活”的功能。其中，“全民

拍” 社会治理交互平台是新版核心功能模块，聚

焦民生难点、热点，网友可快捷提交图片、视频

等内容，经过“智能+人工”协同分拣，分发至部

委和地方有关部门处理。 新版新华社客户端还

将全面升级“问记者” 功能，打造面向网民、富

有国社特色的社交互动平台。

作为世界百强网站和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新华网着眼于以构建新型 “新闻+政务服务商

务” 平台为目标，通过内容结构、传播渠道、运营

模式等全方位变革，打造新型“网上通讯社” ；

通过新型内容架构，满足用户差异化需求；通过

建设智能生产平台， 实现从新闻网站向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转型。

作为重要的外宣平台， 外文版新华社客户

端、新华网也同步改版，力求更有针对性、更富

成效地把中国声音送达海外受众。

同时，新华社旗下的《瞭望》周刊、《半月

谈》杂志和《经济参考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也将于2021年年初起全面改版。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8日至29日在北

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 巩固

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 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

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 全党务必充分认识新发

展阶段做好“三农” 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坚

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

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

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

为广大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改革开放以

来，我们党领导农民率先拉开改革大幕，不断解

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推动农村全面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

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把脱贫攻坚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 组织推进

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

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

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大台阶， 农民收入较2010年

翻一番多，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

新。贫困地区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解决困扰中

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

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

坚实基础。

习近平强调，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从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看，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

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 构建新发

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农村有巨

大空间，可以大有作为。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农为

邦本，本固邦宁。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

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

民族。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

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 工作重心的历史性

转移。要坚决守住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工作不留

空档，政策不留空白。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

和帮扶机制， 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

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

巩固情况，继续精准施策。对脱贫地区产业帮扶

还要继续，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促进产

业提档升级。要强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多渠道

促进就业，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搞好

社会管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

能致富。 党中央决定，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

渡期。过渡期内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对现有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 合理把握

调整节奏、力度、时限，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

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习近平指出，要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 要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

红线，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要建设高标准农田，真正实现旱涝保

收、高产稳产。要把黑土地保护作为一件大事来

抓，把黑土地用好养好。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

强，加快推进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调动农

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和加强种粮农民补贴，提升

收储调控能力，坚持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

完全成本和收入保险范围。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扛起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实行党政同责，

“米袋子” 省长要负责，书记也要负责。 要深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继续抓好生

猪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要支持企业走

出去。 要坚持不懈制止餐饮浪费。

习近平强调，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

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

层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

推进。一是要加快发展乡村产业，顺应产业发展

规律，立足当地特色资源，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

大，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

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二是要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转A02版）

12

月

29

日，新华社在北京举行“两报两端”暨重点报刊品牌推介会。新华社面向用户和受众集中推介“两报两端”等报刊终端，集中展示加快建设新型

主流媒体成果。 新华社图文

证监会首席律师焦津洪：

健全中国特色证券执法体制

全面提升依法治市效能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法治兴则市场兴，法治强则市场强。 30

年来， 资本市场法治体系从不尽完备到逐步

完善，敬畏法治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依法治

市的监管理念日臻成熟， 推动资本市场向着

更具竞争力的国际一流市场前行。 证监会首

席律师焦津洪日前接受媒体采访， 详解中国

特色证券执法体制顶层设计，勾勒“十四五”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远景目标。

焦津洪透露， 证监会争取利用两年左右

时间， 在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眼下，证监会力争尽快依法启动首例

证券集体诉讼案例， 证券期货行政和解配套

制度有望近期出台， 期货法将于近期提交审

议；在中长期，将推动建成更加科学完备的法

律体系， 更加健全的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

体制，促进证券执法司法的透明度、规范性和

公信力显著提升，形成崇法守信、规范透明、

开放包容的良好资本市场生态。 健全中国特

色证券执法体制过程中， 依法治市效能将全

面提升。

建制度 法治体系逐步完善

“资本市场是规则导向的法治市场，市

场属性强、规范要求高。 必须突出‘建制度、

不干预、零容忍’ 主线，促进资本市场按照经

济规律在规范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 焦津洪

表示，30年来， 监管部门始终高度重视法治

建设工作。（下转A0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