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將提雄安加快改革開放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昨日召開會議，
聽取河北雄安新區規劃編制情況的匯
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會議要求，要深化規劃
內容和完善規劃體系，盡快研究提出支
持雄安新區加快改革開放的措施，適時
啟動一批基礎性重大項目建設，確保新
區建設開好局、起好步。
會議指出，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以習

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深化京津冀協
同發展作出的又一項重大決策部署，是一
項歷史性工程，對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探索人口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模式、調整優
化京津冀空間結構、培育推動高質量發展
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引擎具有重大
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規劃編制取得重要進展
會議認為，在黨中央領導下，在國務院

有關部委和京津兩市大力支持下，河北省
會同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專
家諮詢委員會等方面，深入調查論證，充
分聽取各方意見，反覆修改完善，雄安新
區規劃編制工作取得重要進展。

高質量發展成全國樣板
會議強調，雄安新區規劃和建設要全面

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堅持世

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
位。要貫徹高質量發展要求，創造「雄
安質量」，在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成為
全國的一個樣板。要圍繞打造北京非首
都功能集中承載地，順應自然、尊重規
律，構建合理城市空間佈局。要結合區
域文化、自然景觀、時代要求，形成中
華風範、淀泊風光、創新風尚的城市風
貌。要同步規劃建設數字城市，努力打造
智能新區。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努力建設綠色低碳新區。要按照國家部
署建設一批國家級創新平台，努力打造
創新驅動發展新區。要佈局高效交通網
絡，落實職住平衡要求，形成多層次、
全覆蓋、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務網絡。
會議強調，建設雄安新區是千年大

計、國家大事，要保持歷史耐心，穩紮
穩打，一茬接着一茬幹，努力建設高水
平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城市。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習近平全面深改重要思想形成
新華社：順應新時代而生 指引改革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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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全面深化改革
重要思想5要點

■ 明確了新的歷史條件

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

鍵地位和重要作用，

提出改革開放是決定

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

一招；

■ 堅定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方向和道路，提出

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

不斷前進的改革；

■ 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總目標和價值取向，以

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

進人民福祉為改革出發

點和落腳點；

■ 謀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科學路徑和有效方法，

形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最

為豐富、全面、系統的

改革方法論；

■ 釐清了改革發展穩定等

重大關係，把抓改革落

實同落實「四個全面」

戰略佈局、落實新發展

理念結合起來。

資料來源：新華社

報道說，經過近40年大變革大發展，中國已經走到了
一個新的重要關頭：速度與質量的權衡、活力與有

序的把握、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兩難甚至多難情況考驗着
黨的執政能力、國家治理能力；與此同時，改革進入深水
區，利益格局固化板結，曾經的改革推動者成為深化改革
的反對者……

闡明意義走向 提出目標原則
針對「往哪兒改」的困惑，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十八
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強調「在方向問題上，我
們頭腦必須十分清醒，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
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為系統梳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並將其上升為全
黨意志，2013年4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以一次
中央全會專題討論全面深化改革問題。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組旋即成立，習近平總書
記親任組長。通過半年多的徵求意見、專題討論、調查研
究和反覆修改，《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草案）》正式形成，並在黨的全會上獲得全票
通過。
決定闡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和未來走向，提出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重大原則，描繪
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被認為是習
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

成立領導小組 實踐形成思想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擔任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既掛帥又出征，對改革整體佈
局、重大問題、關鍵環節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實踐中
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改革認識論和方法論，逐步形成並確
立了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
報道指出，這一重要思想貫穿着非凡的政治勇氣、深厚
的人民情懷、深邃的歷史眼光、寬廣的國際視野、科學的
辯證思維、強烈的創新精神，既是改革實踐的重要經驗總
結，也是改革理論的重大創新，科學回答了為什麼改、為
誰改、怎麼改等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改革理論推進到新的廣度和深度，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
了強大的思想和理論武器。
十八屆中央先後召開38次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會議，審

議通過365個重要改革文件，確定357個重點改革任務，
出台1,500多項改革舉措。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任務絕大多數已經完
成，主要領域改革主體框架基本確立，為繼續深化改革奠
定了堅實基礎和有利條件。

進入湍急河中 擔子越挑越重
距離黨的十九大閉幕還不到一個月，2017年11月20
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十九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
小組第一次會議，發出「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
的新的動員令。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圍繞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要
求，對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新任務，部署了一大批力度
更大、要求更高、舉措更實的改革任務。同時，還要繼
續推動黨的十八大以來部署的改革任務落實，改革的擔
子越挑越重。
報道指出， 站在更高起點謀劃和推進改革，必須以習
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作為改革的根本遵循，
必須總結運用好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改革新經驗，必須
在新時代思想大解放的浪潮中乘勢而上。既要有堅定的意
志、無畏的勇氣，也要有非凡的智慧、科學的方法， 與
當年「摸着石頭過河」不同，如今的改革已進入水流湍急
的河中央，闖過去海闊天空，逡巡不前只能延誤戰機。

香港文匯報

訊 新華社 21

日發表主題為全面深化改革啟示的長篇文章，

首提「習近平總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

想」。文章說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更高舉起改革大旗，習近平總

書記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應運而生，這一思

想是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最根本成就，是做好

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根本指引和強大的思想理

論武器。新時代開啟改革新征程，必須以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全面深化改

革重要思想為指引，把握改革方向，保持改革

定力，將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更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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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黨的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央成立全面深化
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
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為形成
抓改革落實的有效機制，中央深改領導
小組建立了改革督察機制，明確提出
「三督三察」。幾年來，改革督察工作
既抓重點、又抓全面，既發現問題、又
總結經驗，既盯住「關鍵少數」、又抓
好基層，不斷提升廣度和深度。

引導改革超越既有利益
改革越進入深水區，越遭遇「中梗

阻」。面對改革，有的口號喊得響、

改革方案卻遲遲出不來；有的方案出
來了，卻以出文件代替抓改革，沒有
切實行動。
抓落實，成為檢驗是否真抓改革、

是否能改革成功的試金石。
從主持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會議到研

究部署各地區各部門改革工作，習近
平總書記親力親為，「狠抓落實」
「落地生根」等成為高頻詞。
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五位一體」

總體佈局，生態文明建設從未擺在如
此高度。然而，多年粗放發展，「邊
污染邊治理」的老路雖早已步入窮
途，卻始終闢不出新徑。

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主持下，2015
年的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
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
案》，形成了生態文明體制的綱領性
架構，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資源
有償使用和生態補償制度、生態文明
績效評價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等四樑
八柱，也就此鎖定。
5年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頂層設計
如同導航儀，引導改革超越既有利益
格局，環保督察、河長制、國家公園
等創新舉措陸續面世，生態文明建設
大步前行。

一錘定音提高決策效力
夯基壘台，立柱架樑。黨的十八大
期間，中央深改領導小組統籌部署政
治、經濟和生態、社會、文化、黨的
建設、國防軍隊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在重大改革關頭，習近平總書記深

思熟慮、果斷拍板、一錘定音，大大
提高了改革決策效力。
黨的十八大期間，中央層面部署開

展重大改革試點127項，已完成 33
項、擴圍25項、正常推進61項、延期
或滯後4項，待啟動4項，為改革探路
的作用不斷發揮。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這5年，民主法制領域改革
穩步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繼續完善；文化體制改革縱
深推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創新創造活力進一步釋放；黨的建
設制度改革協調推進，管黨治黨正在實現制度化規範化；黨的
紀律監察體制改革立行立改，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制
度建設不斷健全……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將實現偵

查與監督職能的深度融合，規範公權力的資源、手段得到豐富和
強化；將實現由監督「狹義政府」到監督「廣義政府」的轉變，
使國家監督體制機制更加科學完善；將打破監督力量交叉重疊、
各自為戰的困局，體現全面覆蓋、全面監察的深化改革要求。
理國要道，在於公平正直。
公平正義，正在「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隨着司法體制改
革的進展，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得到堅決糾正，辦金錢案、關係
案、人情案被依法懲治，司法質量、效率和公信力大幅提升，
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正在逐步完善。

中央小組建機制中央小組建機制 督察落實績效顯督察落實績效顯

改革如潮，一枚
鑰匙可以見證，在
這樣一輪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應的大潮中，多少心願變
成現實。
一位河北女孩，拿着位於北京房山樂活

雅苑新家的鑰匙，笑容溢滿了眼角眉梢。
她的安居夢，源於優先保基本、購租

並舉的住房制度改革。2017年，北京打
破戶籍限制，試點將包括公租房、自住
房在內的多種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

開放。
像她這樣的「新市民」，我國約有1.6

億人之多。為使越來越多的百姓真正住
有所居，我國各地正在建章立制、多管
齊下建立購租並舉的住房制度，滿足多
元化住房需求。

打破看病貴 解決落戶難
老百姓關心什麼、期盼什麼，改革就

要抓住什麼、推進什麼。
掛號慢、看病貴？從預約掛號、分級

診療，到醫藥分開、基本醫保全面聯
網，人們的就醫體驗正悄然發生改變。

要有學上，還要上好學？從統籌城鄉義
務教育一體化，推動實現教育資源均等
化，到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健全教育
質量保障體系，教育向優質公平邁進。
落戶難，遷戶難？從統一城鄉戶口登

記制度，到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全面
解決無戶口人員落戶問題，戶籍制度改
革讓異地辦身份證、考駕照、做車檢等
更加便捷。 ■新華社

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應
�&

民主法制穩推進
司法公信力提升

■中央推進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河長制等創新舉措陸續面
世。圖為河長和工作人員在昆明河道打撈垃圾。 資料圖片

■改革令多少心
願變成現實。圖
為來自河北的張
曉雅（中）與父
母和孩子在她位
於北京的新居度
春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