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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
习中，习近平说：“政府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
要积极作为，加强支持和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和路线，
用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抢占
制高点。”

“抢占制高点”，无疑是实施重大工程的重要动因。

“重剑”与“定海神针”

五年来，我国重大工程建设已成燎原之势。
目前世界下潜最深的研究型载人潜水器“蛟龙”号，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
卫星“慧眼”，遨游星汉的天宫二号，“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
光”……

站在尖端科技制高点上，重大工程是一把把“重剑”，以
雄浑厚重的力道，劈波斩浪，开天辟地。

高速铁路总里程位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中国一张的
“金名片”；南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从 2013 年通水至
今，受益人口超过 1 亿；国家电网果洛联网工程让青海果
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班玛、久治三县彻底告别了“电力孤
岛”历史；北京加快实施煤改电工程，截至 2016 年末，已累
计完成 58 . 25 万户居民改造，核心区已基本实现“无煤
化”……

在关系国计民生和产业命脉的领域，重大工程是“定海
神针”，立梁架柱，筑牢基石。

重大工程，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靠支撑。

“活水”与“永动机”

重大工程，“重大”一词，就说明了其难为。为何我们在
短短五年间，能实现点线面的全面布局，能迅速实现质的飞
跃？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重大工程之“活水”
就是创新。

习近平将创新视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个国家兴
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他强调：

“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
竞争。”

十八大以来，我国重大工程，创新之光处处闪现。
“中国天眼”在口径、灵敏度、分辨率、巡星速度等关键

指标上超越国外同类望远镜，实现了大科学工程由跟踪模
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中国“慧眼”，承载高能、中能、低能 X
射线望远镜和空间环境监测仪，洞见宇宙中惊心动魄的图
景：黑洞吞噬被撕裂的星星、脉冲星疯狂旋转、宇宙深处猛
烈烈的爆炸……

从机体结构件到机载系统设备，从机头试验到机尾
复合材料应用……十年磨一剑的“大块头”C919 拥有反
推装置设计、主动控制技术等 102 项关键技术突破，彰显
了我国航空工业的整体科技实力和“中国智慧”。

港珠澳大桥，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世界最长的跨海大
桥，拥有世界最长的海底隧道的大桥，世界上最长的钢结
构桥梁。其岛隧工程更是一个开创性的工程，是世界唯一
的深埋隧道。

……
在创新的路上，我们永不停步：2018 年，我国将发射

嫦娥四号，实施世界首次月球背面着陆巡视探测；2020
年，我国将发射首颗火星探测器；面向 2030，我国部署了
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等重要项目……

创新，是“活水”，让重大工程从理念的种子变为现实
的参天大树；创新，是“永动机”，让重大工程建设的脚步
一往无前，铿锵有力。

“补短板”与“铸重器”

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新常
态”，多年积累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如何破解？习近平告
诉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
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
率。”“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作更大努
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补短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而我
国的重大工程建设，既是铸“重器”又是补“短板”。

五年来，我们发展特色产业，发挥国家重大工程、农
业产业化项目带动作用，壮大扶贫力量；我们开展环境治
理、防治大气污染；高铁、高速公路、西气东输、南水北调，
打造了日益紧密的城市“朋友圈”，推动了各地的协调发
展；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智

能制造和机器人等科技创新项目体现了国家的重大需求，
将带动不少产业的发展；还有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正在
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信息化重大
工程……

回顾梳理五年来的重大工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重
大工程遥相呼应，协同作战。它们，在默默补齐发展短板的
进程中，也为实现全面小康、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打造出大
批基础“重器”。

“破冰船”与“火车头”

2014 年 8 月 18 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
上，习近平明确要求：“要抓紧出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政
策和部署，抓紧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再选择一批体现
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集中力量、协
同攻关。”

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工程犹如“破冰船”，凿冰开
路，为我国在诸多高科技领域的探索打开了通道，具有首
创之功。

以中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为例，它的成
功发射和在轨运行，将有助于我国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
息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对于推动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再如 6 月 15 日发射成功的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
“慧眼”，将使我国在 X 射线空间观测方面具有国际先进的
暗弱变源巡天能力、独特的多波段快速光观测能力等，推
动我国高能天体物理研究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产业改造升级、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解决区域
间、产业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重大工程犹如“火车头”，发挥
着巨大的牵引作用。

C919，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 150 座级干
线客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显著改善了我国民用航
空工业发展的基础面貌，并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锻造了一
条蕴藏巨大潜力的产业链。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中国高速铁路“四纵四横”铁路
网的基本形成，极大地激活了沿线的人流、物流、产业和信
息流，带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对滇桂黔、秦巴山、大别山等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脱贫攻坚，更是起到了重要的基
础保障作用。

习近平把科技创新作为“先手棋”，强调要在关键核心
技术领域取得大的突破。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
指出：“‘全面’讲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实现突破，靠的就是重大工程“破冰”；实现“全面”，需
要重大工程这一“火车头”的带动和指引。

重大工程，牵引“中国列车”砥砺前行。
(赵银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心系重大工程
【学习进行时】五年来，我们实

施了一大批重大工程。实施这些重

大工程的决策背后体现了习近平

怎样的治国理政理念？新华社《学

习进行时》原创品牌栏目“讲习所”

推出文章，为您解读。

乡土故事

这几年，哪些专业较为红火

数说香港新闻现场

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

新华社老记者重访老贫困区
通渭，陇中最贫困的县，精神最高贵的农家。半个世纪前，

饥饿的通渭人让周总理闻之落泪，新华社记者目睹其贫苦从

此心生牵挂。今天，他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变化？

▲扫描二维

码，听新华社老

记者讲过去的故

事，看当今通渭

人的新生活。

一个摄影记者在五指山下的“修炼”

这位从业 16 年的摄影记者说：“我每天在鸟叫鸡鸣中起
床、在蛙声蝉鸣中入睡，我开始走进一户户农户家中，走入田
间地头，走进养猪场、养鹅场……我把镜头对准在脱贫攻坚一
线奋战的干部群众。”

扫描二维码，看

村民翻整土地、收割水

稻，品味沾着泥土、带着

露珠的乡土故事。

本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发布了一种名为“智能轨
道快运系统”的创新型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这是全球首列采用
虚拟轨道跟随控制技术的列车，标志着世界智能轨道交通取
得了新突破。

全球首创 ！像公交一样灵活的虚

拟轨道智能列车

国运昌隆，盛世治水。近日，新华社记者对山东省黄河防
汛抢险演练各环节进行采访，从多角度展现“当代大禹”———
抢险队员们，如何守护一方黄河安澜。

▲扫描二维

码，看智能轨道

快运列车如何在

道路上灵活自由

地穿梭。

黄河吹响防汛“集结号”

看“当代大禹”如何守护“母亲河”

扫描二维码，新

华社记者带你看抢险队

员如何守护一方黄河安

澜。

第一集：在香港“搬砖”有多难？

扫描二维码，观

看“数说香港”第一集。

第三集:在香港“谈婚论嫁”

扫描二维码，观

看“数说香港”第三集。

第二集:二十年，香港“人”你变了吗？

扫描二维码，观

看“数说香港”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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