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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中共中央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中
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
的建议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
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栗战书、汪洋、王沪宁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

建中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
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
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郝如玉先后
发言。他们赞成中共中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赞同本次宪法修
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并就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
威、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治国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他表示，
今天，我们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目的是就宪法修改听取大家意
见和建议。中共中央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重视在重要会议召开
之前、重要文件颁发之前、重大决策决定之前，听取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意见和建议。大家各抒己见，很
多建议都非常中肯，我们将认真研究吸纳。

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
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近 40 年来，宪法在我们党治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坚持依法治
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修改宪法，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从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
的重大政治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习近平强调，我国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各民主党派和统一
战线为我国宪法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宪法只
有不断适应新形势才能具有持久生命力。中共中央决定对宪
法进行适当修改，是经过反复考虑、综合方方面面情况作出
的，目的是通过修改使我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意志，更好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提高中国共产党长
期执政能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要求。宪法修改，既要顺应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
求，又要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

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修改宪法，是事关全
局的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立法活动，必须在中共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进行，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确保修宪工作正确
政治方向。

习近平强调，宪法是人民的宪法，宪法修改要广察民
情、广纳民意、广聚民智，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希望大家深
入思考，提出意见和建议。希望大家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
治观念，尊崇并带头遵守宪法法律，带动广大成员成为宪法
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希望大家善用法
治思维想问题、作判断、出措施，以法治凝聚共识、规范发
展、化解矛盾、保障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人
心、汇聚力量。

丁薛祥、王晨、许其亮、李建国、杨晓渡、陈希、黄坤明、尤
权、周强、曹建明，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和郝
明金、刘新成、何维、蒋作君、邵鸿、李钺锋、谢经荣、甄贞等。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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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
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
现。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
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对宪法修改作出重要
部署。这是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
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
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
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当代中国宪法制度是
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
逻辑的必然结果。现行宪
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
国理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我
国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
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的好宪法，是充分体现人
民共同意志、充分保障人
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
民根本利益的好宪法，是
推动国家发展进步、保证
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保障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
好宪法，是我们国家和人
民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
考验、始终沿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根本
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高
度重视宪法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强调坚持依法治国
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
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
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
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
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
了历史性成就。

宪法是国家各项制度
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充
实宪法的重大制度规定，
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作
用。宪法修改关系全局，影
响广泛而深远。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重大理论
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根本大法，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的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有助于推动宪法与时俱进、
完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宪法修改是一次重大法治实践。要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要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严格依
法按程序进行；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
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注重从宪法发展的客
观规律和内在要求上思考问题，做到既顺应党和人民
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保持宪法连
续性、稳定性、权威性。把握好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贯
彻好宪法修改的各项原则，就能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
更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更好地适应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迈出新时代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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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1 月 20 日电(记者柳昌林、周慧敏)椰林婆娑，
清碧的万泉河蜿蜒流过。在海南省琼海市椰子寨，村委会主任蒋
大宁指着村里的规划图告诉记者：“如今建一个公厕，都得按照
规划来做。村民建房，都得报建，不能高过椰子树。”

作为全国第一个开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的省份，海
南在此框架下进一步加强村镇规划，强化风貌管控，统筹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不仅为广大农
村人口绘制了一幅宏伟蓝图，也为全体中国人描绘了“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图景。

如今，在一幅幅村镇规划的新画卷上，“环境优美、经济繁
荣、百姓富裕、社会文明”的美好新海南愿景正逐步实现。

规划先行 勾勒乡村美好蓝图

郁郁葱葱的椰林槟榔，依山傍水的村民广场，醒目壮观的主
题雕塑，清新明亮的红色书屋……这里就是琼崖革命打响第一
枪的琼海市嘉积镇椰子寨村。经过近一年的建设，一个以红色文
化为主题的美丽乡村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 2015 年全省“多规合一”改革实施之前，椰子寨还是一个
杂乱的村庄。“那时村民建房处于无序状态，想怎么建就怎么建，
河边到处散落着鸡舍、猪圈。”蒋大宁说。

嘉积镇副镇长吴灵汉介绍，为了建设椰子寨美丽乡村，镇里
专门聘请了海口的一家设计院做规划，在“多规合一”基础上因
地制宜，深挖红色资源和生态旅游资源，力争打造红色美丽乡村
的典范。

如今的椰子寨已经完成了红色美丽乡村打造的初级阶段，
这正是海南以“多规合一”为引领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缩影。

珠连玉串缀琼州。近年来，海南以“多规合一”蓝图及全省美
丽乡村建设总体规划为依据，坚持规划先行，有序推进。目前，海
南已完成全省 95% 村镇规划编制，75% 村镇规划批准实施。到
2019 年底海南将初步建成 1000 个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美
丽乡村示范村。

保护中发展 传统村落焕发生机

位于文昌市会文镇的十八行村历经数百年，仍然保持着
传统民居的原始风貌。一走进村子，就会被它原始古朴的气质
吸引。这里的房子由清一色的青砖一块块垒成，岁月在它们身
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显得古老而质朴。

71 岁的老村民林运椿一边带着记者走村串户，一边讲述
老房子的历史。十八行村村民全部姓林，明朝正统年间，先祖
林沓从福建莆田迁来，历经 500 多年开枝散叶，并按村规成行
成排修建房屋，逐步形成了十八行房屋，村子因此而得名。

林运椿说，每到周末就有慕名而来的游客到村子里参观，
给这座古老的村庄增添了热闹的气氛。

“十八行村最核心的资源就是房屋。”会文镇党委书记范

高满说，这些古老的房屋就是十八行村建设美丽乡村的最大
资本。

范高满告诉记者，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十八行院落的
房子原封不动地保存，有些老房子还进行了抢救性修复，修旧
如旧。“光保护也不够，如果不发展，古村落也会日益败落，百
姓长久住在老旧的房子里，迟早想拆掉。”她说。

“保护得越好，发展就越好。”范高满说，改善乡村环境只
是美丽乡村建设的第一步，目前村里正在挖掘古民居中的历
史文化，将传统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发展乡村旅游，
增加农民的收入。

近几年，海南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通过科学规划、集
中投入、重点建设，已经创建了 465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47 个
村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下转 3 版)

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百姓富裕、社会文明

海 南 描 绘 美 丽 乡 村 新 画 卷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记者高亢、郭宇靖)工业和
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20 日表示，近年来，我国充电网络建设
稳步推进，公共场所、居民小区、单位内部、高速公路等主要
场所覆盖率大幅提升，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建成公共充
电桩 21 . 4 万个，同比增长 51% ，保有量居全球首位。

苗圩表示，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79 . 4 万辆，
产量占比达汽车总产量的 2 . 7%，连续三年位居世界首位。

苗圩说，虽然新建充电桩数量持续攀升，然而随着我国
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充电基础设施结构性供给不
足问题仍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电动汽车车桩比仅为 3 . 5：
1 ，整体规模仍显滞后。同时，充电设施布局仍不够合理，公
共充电桩使用率还不到 15% ，可持续商业发展模式还没有
形成，存在运营企业盈利困难和消费者反映充电价格偏高
的双向矛盾。

我国公共充电桩

保有量世界第一

琼琼海海市市嘉嘉积积镇镇的的椰椰子子寨寨（（ 11 月月
1111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郭郭程程摄摄

西藏日喀则年楚河流域，黑颈鹤在土地上散步
（ 1 月 19 日摄）。每年冬季，大批黑颈鹤从藏北高原
迁徙到年楚河流域越冬。 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1 月 20 日是大寒节气，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丹寨县甲石村的茶农在管护茶场。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大寒农忙 高原越冬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记者费洪海、高博)“咔哒、咔哒……”位
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沙河市王硇村一家农家院落里传出织布
机的声音。走进去一看，几位农家妇女正在操作织布机，五颜六
色的土布如同桑蚕吐丝一般吐出来。

店主人王香鱼正在向游客展示不同花样的土布。“这纯手工
织出的老粗布手感舒适、冬暖夏凉、透气吸汗，是外地游客来我
们这游玩首选的纪念品。”

王香鱼的家乡王硇村位于太行山东麓，是一座有着 600 多
年历史的古村落。清一色的石屋石楼建筑群依山而建，红墙青
瓦，既有北方的豪迈，又不失南方之婉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闭塞，村民们虽守着这世外桃源
般的美景，却过着清贫的日子。村里的年轻人更因娶不上媳妇，

多数人跑到外面打工，有些人迁居外地安家。王现增就是外迁
者之一。在随后的打拼岁月中，手头富裕的王现增开始重新打
量自己的家园。“村里的一石一屋，其实都是‘宝贝’。”王现增
说。他决定回村竞选党支部书记，并着手对古石楼资源进行保
护和开发。

王硇村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秀丽的高墙、精致的门楼，融
合了五行八卦等中华传统建筑理念……走在村中，就如同走
进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之中。

经过修路、修缮古房屋、打井、栽种果树以及在村口建设
现代化新民居等系列举措，历经十多年修缮保护，2013 年王
硇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 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村，2016 年被评为河北省最美古村落。

如今的王硇村，村里街道平整，村容整洁，有着完善的旅
游配套设施，村外的山坡上果木遍野，山水相依，俨然成了一
个让现代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桃花源”。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外出的村民逐渐返回家乡，王硇这
个古老的村庄又焕发出新生机。“如果没有人在村里住，村庄
就没有生命。”王现增说，有今天这一切，都源于对古村落的保
护和开发，一直以来的一个要求是，居民修缮、改造房子外观
不能“随心所欲”，不能破坏村落的整体和谐性。

如今，沙河拥有一批特色鲜明、历史文化厚重、民俗活动
丰富的古村落，这也成了当地百姓记住乡愁的依托。截至目
前，沙河市已普查建档传统村落 19 个，其中，王硇、樊下曹等
16 个特色突出的古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随着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不断加快，古村落旅游悄然
兴起。据统计，目前沙河市乡村旅游年接待各类游客 3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 5000 万元。

如今，在王硇村，许久不拉磨的毛驴又重新派上了用场，
碾出的小米满眼金黄。不仅如此，老粗布、纳底儿鞋、薄皮核桃
等太行土特产也插上了翅膀，飞出了太行山。

太行古村“活”起来，村民返乡富起来

乡 村 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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