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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15日电 9 月 16 日出版的第

18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全会通过的《决定》，总结运用改

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经验，

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

要求，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科学谋划了围绕中

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是

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

件。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文章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第

一，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

题。新征程上，我们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

就是要靠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

开。第二，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重大原则。《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

要遵循的“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

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

成果，对于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

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革行稳致远，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第三，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全党同志要站在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这些重大改革举

措，领会好改革意图，把握准改革指向，坚定不移

予以推进。第四，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根本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保证改革始终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文章指出，要切实抓好《决定》部署的贯彻落

实。第一，加强组织领导。要精心组织、统筹协

调，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

各项改革实施主体和责任。第二，坚持整体推

进。要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准确把握改革

的战略重点，合理安排改革举措的先后顺序、节

奏时机，加强各项改革举措协调配合，增强改革

取向的一致性，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保持

工作连续性。第三，鼓励探索创新。各地区各部

门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全力以赴把党中央确

定的原则、明确的举措、提出的要求不折不扣贯

彻落实好。同时，找准自身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制定切合实际的具体改革举措。

对新领域新实践遇到的新问题，要充分尊重基层

和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开拓创新。第四，务求取

得实效。要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

相扣的改革推进机制，从改革方案设计到改革组

织实施都要有利于抓落实、有利于解决问题，防

止重文件制定轻文件落实等不良倾向。

文章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工作。第一，

坚定不移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落实

好宏观政策，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因地制宜发展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扎实推进绿

色低碳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第二，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落实

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完善自然灾害特别是洪涝灾害监

测、防控措施，织密社会安全风险防控网，切实维

护社会稳定。 （下转第二版）

本报拉萨 9月 15日讯（记者 冯骥）

14 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促进新型农牧业经营

主体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研究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生态保护、政府规章、红

十字事业等事项。

《西藏自治区关于促进新型农牧业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试行）》

共五部分 18 条内容，通过“以奖代补”等

形式，明确了对龙头企业、专合社（联合

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

的激励举措、奖励标准。会议指出，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的重要推动力量，是发展农村经

济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就

业增收的主力军。要壮大骨干龙头企

业，紧盯农畜产品精细加工、销售等短

板，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模

式，加大扶持培育力度，切实提高市场

竞争力。要强化引领带动，强化联农、

带农、惠农机制，带动农牧业发展提质

增效、农牧民组织化务工就业和长效化

增收致富。要夯实人才支撑，培育一批

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带头人，逐步成长

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骨干力量。

会议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重要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现代农业建设的中

坚力量。要坚持因社施策、规范运行，坚

持典型示范、创新发展，坚持多方协调、集

聚合力，集成扶持政策，集中扶优扶强，真

正打造出一批竞争力强、带动明显的示范

社、“百强社”。

会议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要综

合施策、严格执法、全民行动，坚持生态

保护第一，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

法治污，突出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下转第二版）

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促进新型农牧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
研究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生态保护、政府规章、红十字事业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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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万里，奔流激荡，她是中华民

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

华文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千秋大计。

9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兰

州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座 谈 会 。 2019 年 郑

州、2021 年济南、2024 年兰州……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

上中下游，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三次

主持召开座谈会，对母亲河的未来深

远谋划。

“ 让 黄 河 成 为 造 福 人 民 的 幸 福

河”。党中央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以来，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

力持续增强，能源粮食安全基础不断

巩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站到了更高起点上，一曲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黄河大合唱”正在神州大

地奏响。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
推进大治理”

黄河，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分

量很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 次 实 地 考 察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发 展 情 况 ，为 黄 河 保 护 治 理 、流 域 省

区转型发展指明方向，为黄河流域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重 大 国 家 战 略

擘画蓝图。

9 月 11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黄河兰州中山桥段，了解当地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等情况，同正在黄河

岸边休闲旅游的市民、游客亲切交流。

总书记站在桥上，凝望着滚滚黄

河水，神色凝重。

忧 心 黄 河 之 病 ，着 眼 黄 河 之 治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牵 挂 着 母 亲 河 的“ 健

康”问题。

5 年前的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记正是在甘肃考察时明确提出：“我曾

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

轻。今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

体弱多病，水患频繁。”

那次考察后不到一个月，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河南考察，在那里

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

“ 国 庆 前 夕 大 家 都 很 忙 。 再 忙 ，

黄 河 问 题 还 是 要 安 排 时 间 认 真 研 究

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开 宗 明 义 ，“ 我 们 都 把

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和 永 续 发 展 的 千 秋

大计。”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和重要的经济地带。然而，多年来累

积的问题让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依然脆

弱：在全国主要流域中，黄河流域水土

流失面积占流域土地面积比例最大；

上中下游生态易退化，恢复难度极大

且过程缓慢；部分地区污染排放强度

较高。

统筹上中下游、干支流、左右岸，

习近平总书记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定下调子——“共同抓好

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

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

地，肩负着守护“中华水塔”的重任。36

岁的牧民更尕家住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杂多县昂赛乡，这里平均海拔超

过 4000 米。2016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启动，更尕的家被划入三江

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更尕也成

为园区的一名生态管护员。

“ 我 们 用 相 机 、笔 记 本 记 录 家 乡

野生动物、草地情况的变化。平时遇

到伤害野生动物等案件，生态管护员

会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当 地 执 法 部 门 。”更

尕说。

今年 6月，在青海考察期间，听闻当

地致力于“把青藏高原建设成为生态文

明的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就

是你们最大的贡献。重中之重是把三

江源这个‘中华水塔’守护好，保护生物

多样性，提升水源涵养能力。”

从青藏高原奔流而下，流经千沟

万壑的黄土高原，黄河的含沙量陡增。

因地制宜、对症开方。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

和污染治理。

陕西北部的延安、榆林两市，大部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是黄河上中

游地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区域。

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位于黄

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一条小山沟。从

前是“山上光秃秃、年年遭灾荒”，如今

已经“层层梯田盘山头、片片林草盖坡

洼”，村民种植的山地苹果成了致富的

“金蛋蛋”。村民自豪地说：“现在黄河

的水里再也没有高西沟的泥沙。”

2021 年 9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考察调研时指出，高西沟村是

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你们

坚持不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与时俱

进 发 展 农 村 事 业 ，路 子 走 得 是 对 的 。

要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生态治理和发展特色产业有

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生态和经济协

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一路千

折百转，黄河在此处汇入茫茫渤海。

2021 年 10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黄河入海口，沿木栈道察看黄河

三角洲湿地生态环境。

总书记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

保护黄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高事业，

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新征程上发扬光大，为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增光增色。”

（下转第二版）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

新华社记者

践 青 山 之 诺 ，成 大 河 之 治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张研

入太行，进潼关，溯渭河，列车驰

过八百里秦川，穿越连绵起伏的秦岭

陇山。

车窗外，沟壑纵横的塬梁峁川，每

一道褶皱俨然岁月的纹路，每一座山峁

仿佛历史的沉积，在这浑厚壮阔的山水

之间，有中华文明大气磅礴的开篇。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赴陕

西、甘肃考察，擘画大河之治。

11 日下午，兰州，唯一黄河穿城而

过的省会城市。总书记走上“黄河第一

桥”中山桥，凭栏远眺，驻足凝思。

从世界屋脊滔滔而下的黄河水，急

湍若奔、浪涌万叠。“黄河水多么磅礴、

有气势。”总书记有感而发。

逝者如斯夫。自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已经

整整 5年。

2019 年 9 月，黄河中游，河南郑州，

总 书 记 望 着 黄 河 深 沉 地 流 过 中 原 大

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总书记说：“‘君不见黄河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曾何等

壮观，如今要花费很大力气才能保持黄

河不断流。”

2021 年 10 月，黄河入海口，山东东

营，总书记感叹：“黄河入海流，真是辽

阔啊！”

黄河宁、天下平，黄河清、民族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30 多次深入沿黄省区考察，深刻思考

治黄和治国的紧密关联，深远谋划黄河

安澜的长久之策。九曲黄河，呼吸顺畅

起来，长风浩荡起来。

栉风沐雨的百年中山桥，见证着新

时代的母亲河之变。

白塔山绿意葱茏，岸边垂柳摇曳，

水上飞鸟翔集，一条绵延百余里的“黄

河风情线”，成为金城新名片和百姓的

乐园。

中山桥畔的亲水平台，不少市民游

客正在休闲娱乐，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沿

着河滨绿道走来，兴奋围拢上来。

“我们都是中华儿女，是黄河的儿

女。中国一方面要把经济搞上去，一方

面要把生态保护好，这两件事情都关系

到老百姓的幸福。大保护是大发展的

前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黄河

很美，将来会更美。”总书记的一番话，

说到了大家伙儿的心坎上。

（下转第三版）

图为 2024年中国健身锅庄舞大赛现场。 本报记者 郑璐 袁海霞 本报见习记者 罗荣婷 摄

本报拉萨 9 月 15 日讯（记者 郑

璐 袁海霞 见习记者 罗荣婷）9 月 15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

心、西藏自治区体育局、西藏自治区

体 育 总 会 、拉 萨 市 人 民 政 府 主 办 的

2024 年中国健身锅庄舞大赛在拉萨

举行，共有 26 支队伍（区外队伍 6 支，

区内队伍 20支）400余人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甘肃省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代表队获得第一名。甘肃

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代表队获得最

佳创编奖，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工

卡松赞队获得最佳服饰奖，宁夏青铜

峡兴豆缘广场舞队获得最佳表演奖，

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民族舞队获

得最佳人气奖，西藏自治区拉萨康友

健身队获得最佳组织奖。

2024 年中国健身锅庄舞
大 赛 在 拉 萨 举 行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在庆祝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出发，

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强调

“我们要围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

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实现新时代新征

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经过 70 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发

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焕发

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是符合

我国国情和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是能够有效凝聚全体人

民力量一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制度，必须毫

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 是 实 现 我 国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重 要 制 度 载

体。要牢记初心使命，坚定制度自信，增强历史

主动，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

好，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

创造活力。 （下转第三版）

继续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