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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改革开放要牵住“经济建设为
中心”这个牛鼻子，全面深化改革要
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从
1978年到2024年，我国经济正是在
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取得了辉煌成
就，我们大踏步地赶上世界……我
国的GDP从1978年的3645亿元跃
增到了2023年的 1260582亿元，人
均 GDP 从 1978 年 的 不 足 400 元
（381 元）跃增到 2023 年的 89358

元。在制造业、全球贸易、商品消
费、外资流入、网络零售市场等方面
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其中制造业规
模10多年居于世界第一、全球贸易
连续 7年居于世界第一、网络零售
市场连续 11 年排名世界第一。特
别是 2012 年以来，在资源配置、政
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供给侧结构
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新质生产
力、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产业
供应链、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历
史性成就。其中，产业结构由1978
年 的 28.2:47.9:23.9 到 2012 年 的
10.1:45.3:44.6 再到 2023 年的 7.1:
38.3:54.6，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与时
俱进更趋科学。新能源汽车是新兴
产业的代表产业之一，从2015年至
2023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
连续9年排名世界第一。这是深化
改革开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
重要成果，我国还在动力电池、新一
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商用航天和
航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领域取
得了不俗成绩。

政 治

“凡政体之言于真理者，惟民主
之制为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保
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其目的之
一便是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
性。政治体制改革涉及行政体制改
革、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司
法体制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国
家监察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等一系列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

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就，
进一步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党
的中央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 6次，
国务院机构改革先后进行了 9次。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推
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
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
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
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
数次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现了
机构的精简、职能的优化、运行的
高效，特别是2023年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实现了系统性和整体性重
构”，转变了政府职能，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
障。从司法改革视域来看：通过实
行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实
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优化机构
设置，重组专业化刑事办事机构、
专设未成年人检查机构等一系列
改革，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断提升司
法公信力。

文 化

文化体制改革是实现我国精神
文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保障。改
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发展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通过一系列文化制度
的改革，推动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
业的极大发展，以多样化的“精神食
粮”供给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的文
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保

障了基本文化公共服务的标准化、
均等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有力地提升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文化事业上
来看，我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进一
步提升，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
善。如，公共图书馆机构从1978年
的1218家增长到2012年的3076家
再增长到 2023 年的 3246 家，群众
文化服务机构由1978年的 6893家
增长到 2012 年的 43876 家再增长
到2022年的45632家，乡镇（街道）
文化站由1978年的 4053家增长到
2012 年的 40575 家再增长到 2022
年的 42120 家。从文化产业上来
看，自党在2000年引入“文化产业”
概念以来，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双
轮驱动推动了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
化发展。2018 年文化产业经营性
收入为 130185.6789 亿元，到 2022
年 文 化 产 业 经 营 性 收 入 达 到
165502 亿 元 ，增 长 了 3500 多 亿
元。我 国 电 影 产 业 发 展 势 头 良
好，电影市场已数年稳居于世界
第二，更多的中国元素加入到世
界电影制作中，影响着世界电影
格局的变化发展。文化产业的大
繁荣大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社会体制
改革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
对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以来，通过对
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就业机制、医疗

卫生体制、养老体制、住房制度、生
育养育制度等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
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激发社会活
力，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和
民生福祉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如
何更好更公平地分好“蛋糕”的重要
制度保障。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党的十
七大提出“两个提高”，到党的十八
大提出“两个同步”，再到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提出“第三次分配”，再
到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
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为
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性制度
保障。从数据上来看，自2012年至
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长率连续 12年大于GDP增
长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分
配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住房制度
改革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非凡
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住房制度
改革经历“三三制”售房试点、住房
商品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租购并
举、房主不炒等改革阶段，特别是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住房制度提出
了新要求新举措，为房地产市场的
稳定健康发展 提供了切实制 度
保障。

生 态

生态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
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位置，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保
障。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生态文
明基础体制、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使得

“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更
加美丽宜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以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纵深推进，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
土”三大保卫战，使得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三大保卫战”一系列数据充分彰
显了生态体制改革的成效。如：废气
中的颗粒物排放从2016年的1608.01
万吨降低到 2022 年的 493.38 万吨。
2023年，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
浓度为30微克/立方米，比2016年的
42 微克/立方米降低了 12 微克，全
国空气质量保持长期向好态势。污
水处理厂数由 2012 年的 4628 座增
加到 2022 年的 13527 座，日污水处
理 能 力 由 15313.8 万 吨 增 加 到
31621.8 万吨，污水处理能力实现了
翻倍增长。2023 年，通过开展严格
的土壤源头监控行动，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了基本管控，全国农业用地
安全率高达 91%，土壤环境持续得
到改善。

综上所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
伟大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方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
们应继续坚定不移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不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
度保障。

（作者单位：昌都市委党校）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伟 大 成 就
张龚雪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
业。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
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
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做到改革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
共享。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是新时代新征程
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
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决定》明确
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
则，其中一条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
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发
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
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必须牢牢把握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这一重大原则，尊重人
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
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
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
共享。

做到改革为了人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
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
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
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
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
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
的运动。”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
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
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
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人民
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我们党抓
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
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推进改革，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
续用力。比如，大力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
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
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
住人口全覆盖；建成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
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
史性跨越，2023 年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 10.66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
保率稳定在 95%以上……一系列
改革举措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
可持续。

时代在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
也在不断变化。面对人民群众新期
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也必
然要求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
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
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
能持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把牢价值取向，《决定》在起草过
程中重点把握了几点，其中之一就
是“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
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
推进改革”。只有坚持人民至上，从
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

改革举措，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
的重大问题，才能不断实现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的改革才有
意义。

做到改革为了人民，必须深入
了解人民群众需求，解决人民群众
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升人民群众生
活水平。为此，要深入调研，广泛听
取各方面意见，了解人民群众在就
业、教育、医疗、托育、住房、养老等
方面的需求。要注重从老百姓急难
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
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
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
心、顺民意的实事。同时，把是否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
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
效的评价标准，不断改进和完善各
项政策措施。

做到改革依靠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依靠人民
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人民是历
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根本力量。40多年来，改革
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
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
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
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
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历
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人民支持
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
功。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挑战，只
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改革就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
的坎。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
能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
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

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比如，为了起草好

“十四五”规划建议，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 7场座谈会，并强调：“我
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
策、集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
持问计于民结合起来”。又如，这次
全会前，文件起草组广泛征求意见，
开展专题论证，进行调查研究，反复
讨论修改。这些都是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和建议，把群众智慧充分吸收
到改革设计中来的生动实践。在全
面深化改革过程中，正是因为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
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我们
才在披荆斩棘的奋斗中续写了两大
奇迹的新篇章。

改革越往后，难啃的硬骨头越
多，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
改不行。同时，人民群众还有不少
操心事、烦心事，我们的民生工作还
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改革任
务越繁重，就越要依靠人民群众支
持和参与，善于通过提出和贯彻正
确的改革措施带领人民前进，善于
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
善改革的政策主张。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聚焦改革，
开门问策，表示“对大家提出的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有
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吸纳”。人民群
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在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遇到
关系复杂、难以权衡的利益问题，遇
到解决起来十分棘手的深层次问
题，都要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加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在改
革设计中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
线的声音，充分吸收社会诉求、群众

智慧、基层经验，依靠人民群众的
力 量 找 到 解 决 问 题 的 思 路 和
动力。

做到改革依靠人民，就要聚焦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更加健
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
展。要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
系，拓展民主渠道，丰富各层级民主
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
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
方面，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改革上来。

做到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和
拓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
加强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
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
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
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
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
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才能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
体人民。《决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
任务”，并对“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
制度体系”作出战略部署。落实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
务，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
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坚持尽力而为，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决定》就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

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提出一
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这些举措的落地
见效，必将不断造福人民。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要完善收
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优化
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
发展新就业形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全
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加大
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
体刚性住房需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人
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完善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按照自
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
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等等。要坚持

“致广大而尽精微”，把各项改革工作
做扎实、做到位。

坚持量力而行，在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
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
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
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
不了的承诺。”量力而行，强调的是必
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特定发
展阶段的现实条件。要正确认识和处
理好发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系，
既要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来带动发
展，又要根据发展水平确定民生的保
障和改善程度。为此，要强化问题导
向，从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做
起，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映
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不断推
进改革，集中精力加强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以钉钉子精神，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锲而不舍推进民生保障事业
持续发展。

（据《人民日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度
评价了新时代以来全面深化改
革的成功实践和伟大成就。面
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
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
变，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
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改革
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的成就也是
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的伟大
成就，“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
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全面深
化改革的巨大成就，在许多领域
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
塑，整体性重构，在改革攻坚战
中赢得了一次次的伟大胜利。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作为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学用结合、
学出实际效果，带头刀刃向内、全面
检视问题，带头转变作风、深刻整改
提升，真正把铁的纪律刻印在心、内
化为言行准则，进一步增强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以实际行动树好标杆。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
言、立德的基石，是净化党风、严明
党纪的内在依据。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同根同源，从根源上看都是理

想信念动摇、党性原则缺失。只有
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终身必修课，
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才能解决
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
开关”问题，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
坝。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
面，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
要论述，在逐字逐句、深学细悟中找
准自身存在的隐患和苗头，即知即
改、立行立改，从思想上正本清源、
精神上固本培元，不断增强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
终做到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
心、捍卫核心，牢记“五个必须”，严
防“七个有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补足精神之
钙、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
练就“金刚不坏之身”，始终做政治
上的明白人，让党和人民信得过、靠
得住、能放心。

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从历史中
继承的优秀品质。2023年底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在第
十章“违反工作纪律行为”第一百三
十一条中，增加了对工作中不敢斗
争、不愿担当，面对重大矛盾冲突、
危机困难临阵退缩行为的处分规
定，进一步释放出以严明纪律引导
促进党员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的鲜明信号。为官避事平生耻，重
任千钧惟担当。能否敢于负责、勇
于担当，能看出党员干部的党性和
作风，也能展现其政治品格和从政
本分。当前，改则县与全区一道正

处在努力实现“四个创建”“四个走
在前列”的关键时刻，走在前作表
率，更要靠实干。作为党员领导干
部，要坚持担当为要、实干为先，不
搞花架子、喊空口号，带头履职尽
责、奋发有为，不怕担责任、不怕得
罪人、不怕丢面子，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事业担当，以对党忠诚、为
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
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
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积极投身建功改则的生动实践，不
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党性党风党纪作为党的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永远是中
心议题。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不仅
要让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更要
让各族群众受利益、得实惠，凝聚党
心民心。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要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始终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勇于担当作为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要以对党和人民事
业高度负责的态度，谨慎公正地行
使权力，扛得住干扰、经得起诱惑、
顶得住压力，做到权为民所用、情
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深入民心、党的惠民政策
凝聚民心、党的帮扶措施温暖民
心；要将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
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聚焦“四
件大事”“四个确保”、聚力“四个创
建”“四个走在前列”，严格贯彻落
实地委“12114”工作思路，全面贯
彻落实县委“11385”工作思路，以
严明纪律执好“权力笔”，用干净纯
洁的“忠诚纸”、勇于担当的“实干
纸”，书写改则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新答卷。

“清正廉洁”是党员干部的立身

之本、处世之道、为政之需。党员领导
干部既是社会成员的组成部分，又在
社会分工中占据特别地位，其政德程
度高低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具有
公共性，代表着公信力，其政德牵连着
党德、折射着国德、示范着民德。务必
要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加强自
我防范，筑好“防火墙”、念好“紧箍
咒”，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
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思社会
之责，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
常破“心中贼”，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知
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真正将党规党
纪当作悬梁之剑，切实做到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
要谨记“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古训，
慎独慎微、慎友慎初，守住交往关、生
活关、亲情关，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
友圈，严格约束自己以及亲属和身边
工作人员，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
新型政商关系。

（据《西藏日报》）

筑牢心中戒尺 永葆为民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