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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纪实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2020年12月30日，正是岁末年初、辞旧迎

新之际，中南海里依然政务繁忙。

当天下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 在即将跨越

202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 全面总结回顾全面深

化改革这场历时7年多的伟大变革。

“我们7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成就，都在

这里了，沉甸甸的！ ” 举起手中2万余字的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

告，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

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

得决定性成果的目标任务。

7年多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指挥

下， 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

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领

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七载奋斗，九万里风鹏正举；

百年追梦，快马加鞭未下鞍！

又是春潮拍岸时。 当年一笔一画勾勒的改

革蓝图，已化作大潮涌动、千帆竞发，云卷云舒、

峰峦莽苍的壮美画卷。

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4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 是我们党的一

次伟大觉醒， 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

大创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 进一步将这场伟大觉

醒引向更高境界。

时间回到2012年金秋。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完成新老交替，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时的中国， 再次来到了事关前途命运的

历史关口。 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

次矛盾不断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

产生。

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不仅

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必须在更多领域、更深层

次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不改、如何改？ 按部就班还是激流勇进？

头痛医头还是系统全面？ 直面问题还是绕道而

行？一道道不得不回答的时代课题，摆在新一届

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2月，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地方考察调

研，直奔南海之滨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地处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铜像屹立山顶。 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缓步向前，向邓小平铜像敬献

花篮，仔细整理缎带，带领大家三鞠躬。

“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 就是要表明我

们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 奋力推进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

新台阶。 ” 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

当年，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唤醒

了中国沉睡的力量， 让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

代前进步伐。

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这场关系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革

命，将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航程。

也正是这次广东之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两个重要论断。

其一，是“关键一招” 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

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

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

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

之路。 ”

关键一招、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由之

路……这些形象生动、精辟深刻的重要论述，深

刻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

义，将改革之于国家、于民族的意义阐释得淋漓

尽致，凝聚起全党全国要改革、盼改革的强烈呼

声和磅礴力量。

其二，是“正确道路” 论。 习近平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

立场、有原则的。 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

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 ”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 关键就

在于我们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正确道路的重要论述， 澄清

了许多认识误区、把准了前进方向，保障了全面

深化改革事业始终走得正、行得稳。

离开莲花山前，习近平总书记挥锹铲土，在

一片开阔草地上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理论创新对

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 每一次重大的理

论创新， 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实现新的历史

跨越。

2013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主持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上获得通过。

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决定， 首次提

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

革目标， 凝结着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经

验， 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 为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下达军令状，吹响集合号，各方面军迅速挺

进全面深化改革主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稳掌重

舵、力担千钧，始终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实

践创新， 又以不断总结升华实践经验推动思想

理论丰富和发展。

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 广东深圳，

到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 从对外开放新高

地海南， 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浦

东……7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每一个当代

中国改革地标，有的地方甚至去了多次。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

身影。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

总书记不断谋划改革全局、推动改革实践。

在每一至两个月召开一次的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都针对当前改革实践的推进情况，讲方法、明路

径、指方向。 对于各领域改革中具有方向性、全

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以

宏大的历史视野、强烈的使命担当，登高望远、

把脉定向。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 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更加成熟， 一系列改革

新思想应运而生。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

向，强调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

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老百姓关心

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

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 对改

革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 使全面深化改革始终

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到最广大人民的衷

心支持和热烈拥护。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

和路线图， 深刻回答了各领域改革中具有方向

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

重构” ， 国有企业改革要做到坚持党对国有企

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 “一以贯

之” ，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

的关系” ， 国防和军队改革要 “牢牢把握能打

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 ……深邃的改革思想、

有力的改革部署， 推动各领域改革翻过一山又

一山、一浪更比一浪高。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法

和有效路径， 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 最全

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论。（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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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板块估值有望进一步提升

1.77万亿元新增专项债额度已下达

前2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逾九成

●本报记者 赵白执南

财政部3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

2个月，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1805亿

元，同比增长18.7%。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

665亿元，同比增逾九成。此外，中国证券报

记者获悉， 财政部近期已按程序提前下达

各地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额度17700亿元。

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

前2个月，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458亿元，同比增长18.7%；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本级收入21347亿元， 同比增长

18.7%。 全国税收收入37064亿元，同比增

长18.9%； 非税收入4741亿元， 同比增长

16.8%。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

室主任何代欣表示， 前2个月财政收入增

长较快， 主要是受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和去

年同期收入基数较低影响。整体来看，财政

收入呈现恢复性增长，运行更趋稳健。

数据显示，前2个月印花税1004亿元，

同比增长65.5%。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同

比增长90.5%。“这和当期资本市场交易较

为活跃高度相关。 然而， 印花税属于小税

种，收入规模较为有限，对财政收入的影响

也较为有限。 ” 何代欣说。

支出方面，前2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35733亿元，同比增长10.5%。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832亿元，同

比下降10.2%；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1901亿元，同比增长13.6%。

分科目看， 科学技术支出同比增长

27.6%；教育支出同比增长16.2%；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10.5%；卫生健

康支出同比增长13.2%。

何代欣称，创新、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

增长较快，得到了较好保障；中央本级支出

同比下降，体现了政府过紧日子的要求。这

些都彰显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更可

持续。

专项债聚焦基建民生项目

Wind数据显示，截至3月18日，今年

地方政府共发行专项债券 （包含新增债

券、再融资债券）7845亿元。

“今年专项债下达相对去年有较大变

化。 ”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表示，从时

间上看， 今年没有像前两年那样早早地提

前下达部分额度，且今年1至2月发行的大

多是再融资债券。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表示，

去年专项债主要投向基建、民生相关领域，

预计今年将保持这一趋势， 并进一步加大

对“新基建” 和民生工程等支持力度。

中诚信国际近日发布研报称， 物流领

域尤其是城乡冷链物流将成为专项债的重

点投向之一。 按照往年发行节奏，预计3月

底将陆续启动新增专项债的发行。

数据来源/财政部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