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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又踏层峰辟新天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诞生记

●新华社记者张晓松、林晖、胡浩

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行， 党和国家迎来

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2024年7月18日下午，如潮掌声中，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站在继往开来的历史关口，又一次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胜利召开，新时代新征程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角响彻神州大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勇毅前行，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

景，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高擎改革旗帜 作答时代课题

———着力解决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

体制机制问题，用好改革开放重要法宝，

将改革进行到底

2024年4月底， 一则重磅消息通过新华社

的电波，传遍大江南北———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

今年7月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

“中国政治日程表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历届三中全会都聚焦改革议

题，为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作出谋划部署，

因此尤为令人期待” ……海内外关注的目光，

纷纷投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三中全

会———二十届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 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具有沉甸

甸的分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 开启了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

任担当，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

化改革，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前所未

有的力度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有这

样的政治气魄和历史担当，敢于大刀阔斧、刀刃

向内、自我革命，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

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

大力度的改革，也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改

革进程中取得这样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

回望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实践

和伟大成就，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 开启了新时代全面深

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

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时光是忠实的见证者，人民是伟大的书写者。

2022年金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向世界庄严宣告———

“从现在起， 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壮阔的复兴航程， 标注下又一个崭新的奋

斗坐标。

“新征程上，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汇

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答案

就是靠中国式现代化。 ” 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

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

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指明前进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我们面临的形势环境之复杂前所未有， 肩负的

改革发展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向我们提出更加艰深

的考题。

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 如何团结带领14亿

多中国人民迎难而上、接续奋斗，在危机中育新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 时代瞩目

中国共产党人的答卷。

这次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 作出什么决

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党的二十大

闭幕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就进行着深入思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

期，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 ”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 ”

“新时代新征程上， 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

登高望远、拨云见日，习近平总书记的判断

清醒而坚定。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方为人间正道，

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才能更上层楼———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

的中心任务，迫切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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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切需要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迫切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

稳致远，迫切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2023年1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会议， 作出一项意义重

大、 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

同时， 成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

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主题， 为何确定为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一语道破要旨：“就是要向

国内国际释放我们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

的强烈信号。 ”

拉开历史的长镜头， 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眺望，更能读懂这个主题蕴含的深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

业，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前进道路上必然

会遇到各种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深入发展，（下转A02版）

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带动LPR等政策利率调整

央行优化公开市场操作机制 促进降低融资成本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7月22日， 央行宣布即日起公开市场7天

期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操作

利率由1.8%调整为1.7%；同日报出的1年期和

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同步

下降10个基点， 分别降至3.35%和3.85%；此

后，各期限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也同幅

下调10个基点。

专家认为， 此次公开市场操作机制优化，

特别是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下调，并牵引带

动其他政策利率调整，进一步强化了公开市场

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

属性。同时，央行“降息”也是强化逆周期调节

的直接体现， 有助于促进降低综合融资成本，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增强政策利率权威性

7月22日， 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

作利率由前次的1.8%降至1.7%，是2023年8月

以来首次调整。 同日，各期限SLF利率、LPR也

纷纷下调10个基点。

专家认为，此次政策利率调降预计将通过

金融市场逐步传导至实体经济，促进降低综合

融资成本，巩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打破长债

收益率下行与预期转弱的负向循环。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考虑到

当前国内经济运行压力加大， 第二季度我国

GDP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一季度有所放缓，

特别是居民消费恢复不够充分，表明逆周期调

节需要加力。 央行此次果断降息，展现了货币

政策呵护经济回升的决心，是对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 “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 要求的积极响应。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央行公告，自7月22

日起，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调整为固定

利率、数量招标。

据了解，公开市场招标方式包括价格招标

和数量招标，前者的中标价格由供需双方博弈

确定，理论上有不确定性，而后者的价格是给

定的。 以往央行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采

用价格招标， 虽然中标利率大部分时候维持

不变， 但仍需每日开展操作释放明确的利率

信号。

在业内人士看来，央行明示公开市场操作

利率，有利于强化7天期逆回购利率的政策利

率属性。业内专家表示：“考虑到公开市场7天

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基本承担起主要政策利

率的功能，为增强政策利率的权威性，有效稳

定市场预期，有必要将招标方式优化为固定利

率、数量招标，明示操作利率，这也是健全市场

化利率调控机制的体现。 ”

上述专家表示，前期临时正、逆回购利

率在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基础上加减点确

定，（下转A02版）

“流动” 大数据折射经济活力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连润

上半年， 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01.6

亿件，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96亿人次，人

民币贷款增加13.27万亿元……近期公布的多

项数据显示，“流动的中国” 保持活力，经济韧

性、潜力持续展现。

物流运行平稳

快递业务量是观察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

重要实物量指标之一，足以映射中国经济的强

劲活力。

上半年，快递业跑出新速度。 国家邮政局

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累计

完成801.6亿件，同比增长23.1%。 其中，6月快

递业务量完成145.7亿件，同比增长17.7%。

“今年以来快递业实现良好发展，为服务

线上经济发展、促进产品要素流动提供了有力

支撑。 ”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

究部主任王岳含说。国家邮政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半年，支撑快递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面

不会变，促进行业增长的有利因素较多，随着

政策红利持续见效、基础建设不断发力、市场

空间快速拓展，行业有望获得更多市场增量。

货运也是观察经济发展的一扇窗口。

从航空货邮运输数据看，上半年，民航货

运需求保持高位。中国民航局日前发布数据显

示，上半年，全行业共完成货邮运输量417.4万

吨， 同比增长27.4%， 较2019年同期增长

18.7%。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徐青表示， 下半年，

预计民航运输市场保持平稳增长趋势。航空货

邮运输需求总体平稳，行业效率效益指标继续

小幅回升。全年民航运输生产主要指标将超过

2019年全年水平，达到年度历史新高。

从先行指标看，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连续

4个月保持扩张， 上半年均值与去年同期持

平。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表示，上半年全国

物流运行总体平稳，为下半年继续向好打下坚

实基础。

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货运繁忙的同时，客流持续在高位运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近期发布的

数据显示， 上半年，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0.96亿人次，旅客周转量完成7779.52亿人公

里，同比分别增长18.4%、14.1%，均创历史同

期新高。

自暑运启动以来，7月1日至15日，全国铁路

累计发送旅客2.11亿人次，（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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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拍摄的深中通道全景。 新华社图片

市场竞争激烈

车企上半年业绩分化

奥运大幕即将开启

“中国制造”闪耀巴黎

奋发进取谱新篇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各地干部群众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