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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张晓松、林晖
        安蓓、胡浩、王琦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是岁末年初、辞旧
迎新之际，中南海里依然政务繁忙。
　　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在即将跨越
2020 年的重要时间节点，全面总结回顾全面
深化改革这场历时 7 年多的伟大变革。
　　“我们 7 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成就，都在
这里了，沉甸甸的！”举起手中 2 万余字的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总结评估报告，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号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全面部署，提
出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
决定性成果的目标任务。
　　 7 年多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指挥
下，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
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领域
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全面
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七载奋斗，九万里风鹏正举；
　　百年追梦，快马加鞭未下鞍！
　　又是春潮拍岸时。当年一笔一画勾勒的改
革蓝图，已化作大潮涌动、千帆竞发，云卷云舒、
峰峦莽苍的壮美画卷。

这是一场思想理论的深刻变革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40 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
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引领的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将这场伟大觉醒引
向更高境界。
　　时间回到 2012 年金秋。
　　在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中，中共中央领导集体
完成新老交替，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此时的中国，再次来到了事关前途命运的历
史关口。虽然已经高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
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
盾不断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更重要的是，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已经不仅
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必须在更多领域、更深层
次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改不改、如何改？按部就班还是激流勇进？
头痛医头还是系统全面？直面问题还是绕道而
行？一道道不得不回答的时代课题，摆在新一届
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赴地方考察调
研，直奔南海之滨的改革开放前沿广东。
　　地处深圳市中心的莲花山公园，改革开放总
设计师——— 邓小平同志铜像屹立山顶。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这里，缓步向前，向邓小平铜像敬献
花篮，仔细整理缎带，带领大家三鞠躬。
　　“我们来瞻仰邓小平铜像，就是要表明我们
将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
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
阶。”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
　　当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唤醒了中国
沉睡的力量，让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领导这场关系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的伟大革命，将
改革开放事业引向更加壮阔的航程。
　　也正是这次广东之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
个重要论断。
　　其一，是“关键一招”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
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
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关键一招、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必由之路……
这些形象生动、精辟深刻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将改革之
于国家、于民族的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凝聚起全
党全国要改革、盼改革的强烈呼声和磅礴力量。
　　其二，是“正确道路”论。习近平总书记语
重心长地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
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
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
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
旗易帜的邪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就
在于我们始终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正确道路的重要论述，澄清
了许多认识误区、把准了前进方向，保障了全面
深化改革事业始终走得正、行得稳。
　　离开莲花山前，习近平总书记挥锹铲土，在
一片开阔草地上亲手种下一棵高山榕。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辉煌历史，理论创新对实
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每一次重大的理论
创新，都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实现新的历史跨越。
　　 2013 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由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主持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在全会上获得通过。
　　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要决定，首次提
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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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

革目标，凝结着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历史经
验，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系统化，为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下达军令状，吹响集合号，各方面军迅速
挺进全面深化改革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稳
掌重舵、力担千钧，始终坚持以思想理论创新
引领实践创新，又以不断总结升华实践经验
推动思想理论丰富和发展。
　　从“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广东深
圳，到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小岗，从对外开
放新高地海南，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上海浦东…… 7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深
入每一个当代中国改革地标，有的地方甚至去
了多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留下了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身影。在一次次深入基层
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谋划改革
全局、推动改革实践。
　　在每一至两个月召开一次的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都针对当前改革实践的推进情况，讲
方法、明路径、指方向。对于各领域改革中
具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强烈
的使命担当，登高望远、把脉定向。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更加成熟，一系列
改革新思想应运而生。
　　———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
取向，强调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
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老百姓关心
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
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对改革价值取向的正确把握，使全面深化改
革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得到最广大
人民的衷心支持和热烈拥护。
　　———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
向和路线图，深刻回答了各领域改革中具有
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紧紧围绕“使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财税体制改革要“着眼长远机制的系
统性重构”，国有企业改革要做到坚持党对国
有企业的领导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两个“一
以贯之”，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
和土地的关系”，国防和军队改革要“牢牢把
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深邃的改
革思想、有力的改革部署，推动各领域改革翻

过一山又一山、一浪更比一浪高。
　　———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方
法和有效路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最丰富、最
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方法论。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既抓重要
领域、重要任务、重要试点，又抓关键主体、关键
环节、关键节点，以重点带动全局”“加强顶层设
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形成上下贯通、层
层负责的主体责任链条”……一系列改革方法
论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事业
在攻坚克难中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胜利。
　　走过全面深化改革 7 年多来的伟大历程，
愈发体现出真理的光辉、思想的力量。
　　聚焦“为什么改”，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的历史定位和重大意义；明确“往哪儿改”，
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道路、总目
标、价值取向；着眼“怎么改”，创造性提出全面
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路线图、科学方法和有
效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夙兴夜寐思考改革，观大
势、谋大局、抓大事，科学回答了全面深化改革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推进到新的广度
和深度，以全新的改革思想引领了一场气势如
虹、势如破竹的伟大变革。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赴深圳出
席经济特区建立 40 周年庆祝大会，再次登临
莲花山公园，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
　　不远处，他亲手植下的那棵高山榕，茂盛
挺拔、亭亭如盖。

  这是一场改革领导组织方式

的深刻变革

　　 2020 年的最后一天，全国政协礼堂洋
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习近平总书记出
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豪
迈宣告———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7 年多来，各
方面共推出 2485 个改革方案。中共十八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
　　如果深思新时代推进改革的难度，这份
成绩单就愈显厚重———
　　从领域看，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等多领域改革，需要
全面统筹；
　　从对象看，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
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从目标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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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制度建设向更深层次挺进、更广范围拓展；
　　……
　　战胜非凡的挑战，取得非凡的成就，必因
非凡的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会议讲话中，深
刻揭示了科学高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密钥”：
　　“我们加强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
领导，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改革，
从前期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中期全面推进、
积厚成势，再到现阶段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
效，蹄疾步稳、有力有序解决各领域各方面体
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政策性创新问题，方向
目标清晰，战略部署明确，方法路径高效，实现
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深化
的历史性转变。”
　　——— 这是擘画领航的魄力。
　　展开历史卷轴，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
到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史册上诸多变革之举，
结局却鲜有善终。
　　而中华大地 40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最近
7 年多来的全面深化改革进阶，缘何动力不竭、
航向不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善用优势，乘势而上。
　　作为党的领袖，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
出征，议大事、抓大事、谋全局，带领全党奋力
突破、攻坚克难；中央深改委作为统揽全面深
化改革的坚强中枢，凝聚最为广泛的改革力
量；各地区各部门自上而下构建集中统一的
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改革决策机制、上
下联动的统筹协调机制、有力有序的督察落
实机制，大大提升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
领导力和权威性。
　　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
们才能以制度优势成功应对重大风险挑战、克
服艰难险阻，推动改革一路高歌、壮阔前行。
　　——— 这是突围攻关的胆识。
　　是什么样的重大改革，让海外媒体直呼

“力度空前”“出乎预料”？
　　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就涉及 180
多万人，新组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3
个、更名 4 个，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 25
个，调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部级机构
31 个……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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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3 月 18 日拍摄的贵州省贵黄高速公路阳宝山特大桥，目前工程已进入钢桁梁吊装收尾阶段。阳宝山特大桥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贵定县新巴镇和德新镇境内，大桥全长 1112 米，主跨 650 米，是贵黄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3 月 18 日，雨后的黄山宏村云雾缭绕，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新华社记者韩旭摄 

黄黄 河河 岸岸 边边 春春 来来 早早
易易 地地 扶扶 贫贫 搬搬 迁迁 村村 的的 春春 耕耕 故故 事事

　　据新华社西宁 3 月 18 日电（记者顾玲、白
玛央措）3 月，黄河岸边生机盎然，青海省黄南藏
族自治州尖扎县众多村庄村民进入春耕备耕。
　　 30 岁的当顺乡东果村村民夏吾索南和妻子
在县城打工，他俩特地请了 5 天假回家耕地。“自
从搬出大山，打工方便了，回家耕地、播种也不耽
误。”夏吾索南开着拖拉机，在地里来回穿梭。
　　过去，东果村很多村民住在海拔 3000 多
米的山尖上，水源却在山沟里。夏吾索南说，
以前村民们面临吃水难、行路难、上学难等诸
多困难。
　　 2019 年 1 月，东果村 45 户共 156 名农
牧民在易地扶贫搬迁中，从山上统一安置到黄
河岸边。当顺乡党委书记夏吾太说，对祖祖辈
辈靠种地吃饭的村民来说，没有几块耕地总不
安心，为了让村民们搬得出、稳得住，当地政府

将 120 亩荒地平整后，按平均每人 8 分地的
标准分配到搬迁户。
　　搬迁下山、定居河岸后，灌溉是村民们遇
到的第一个难题。“以前山上都是旱地，山里人
哪懂得灌溉，更别说按地形调整水流方向了。”
74 岁村民拉龙想起前两年春耕时的情形，忍不
住笑起来。“地势高低不平，我们总弄不明白什
么时候该疏通渠道，什么时候该把水堵住，导致
刚筑起的田埂很快被冲垮。有时水无法引进地
里，大家手忙脚乱，田地里到处是泥。”
　　“搬下山的村民和新开垦的田地一样，都
需要适应。”拉龙说，驻村干部知道如何布置水

流路线，他们穿着雨靴、拿着铁锨，和大家一
起下地，手把手地教。

　　经过两年多的帮扶，如今东果村村民的
灌溉技术大有长进。一股股清流带着小浪

花，浸润着田地，滋养出希望。
　　过去在山上，村民们耕地全靠骡子、牛、
马，一亩地要花费一天甚至更长时间；如今
靠拖拉机，一户人家的地，1 小时就能耕完。
从田间地头走出来的村民们，有更多时间和
精力来发展特色产业。
　　近年来，东果村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搬
迁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原住址 4000
多亩草场上的畜牧业合作社、300 亩地上的
种植业合作社，还有现在安置点的经济林、
采摘园以及农家乐，解决了群众搬迁后的后
顾之忧。”夏吾太说。
　　记者看到，村里灌溉水池已蓄满水，梯
田不远处，东果村小学主体已经建设完成。
　　夏吾索南说，他和妻子完成春耕后就会回
到县城继续打工，每月收入近万元；脱贫户德
巴打算在小院里发展民宿，用自家种的水果和
蔬菜招待游客；拉龙盼着村里小学开学后，让
大女儿把文具店开到村里，一家人团聚。

    33 月月 88 日日 ，，东东 果果 村村 村村
民民夏夏吾吾索索南南在在犁犁地地。。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白白玛玛央央措措摄摄

脱贫攻坚答卷

  3 月 18 日拍摄的北京玉渊潭公园樱花园

培育的樱花。该公园 202 1 年赏樱季文化活动

将于 3 月 20 日开幕。 新华社记者李俊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