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3月13日 星期四

05A
版面 / 官雯 校对 / 潇潇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朱基钗
林晖 施雨岑 张研）春天的盛会，奋进的中
国。党的主张、人民心声、国家意志，在
此交汇凝聚，写下共商国是的时代华章。

踏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每
一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围绕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同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政协委员真情互动、深入交流——

紧扣“首要任务”，阐明高质量发展的
清晰路径；用好“重要法宝”，强调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坚持“民生
为大”，心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画好

“最大同心圆”，凝聚起团结一致、共创伟
业的磅礴力量。

东风浩荡，春天里的中国朝气蓬勃，
中国式现代化气象万千。

（一）牢牢抓住首要任务——“在现代
经济大潮中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今天上新闻了是吧？”
“是的，谢谢总书记。”
这是3月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的温馨一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
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同
大家亲切交流。

来自南京市第一医院的张俊杰代表刚
发言，总书记就认出了他。当天上午，张
俊杰在“代表通道”向媒体分享了参与医
学科技创新工作的经历。

会场内，张俊杰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
通过自主攻关，研发出治疗肺高压器械的故
事，他本人还带领团队每年在全国开展300
多台微创心脏瓣膜手术，并到国外开展手术
带教，用新技术为患者重建“心门”。

这让总书记感慨万千：“上个世纪90年
代，我们国家心脏搭支架手术的能力还不
行。”“你看现在，支架的价格也降下来
了，材料国产化程度也很高了。在这方面
我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要继续往前跑，一
定会做得更好。”

这个话题，第二天于友谊宾馆聚英厅
再次被提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参加全国
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
界委员们中间。

来自西北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的崔
亚丽委员，在向总书记介绍高校“新医
科”建设情况时，建议鼓励高校带动新技
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

习近平总书记回应道，在医疗水平、
医疗装备器械材料国产化、医院建设等方
面，我国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过去很多我
们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不仅能解决，还
可以达到国际高水平，有的甚至是国际顶
尖水平。”

医疗科学技术水平的跃升，折射一个
国家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身影；加
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
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
任务。

2023 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江
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强调：“没有高质量发
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谈高
质量发展，不谈新发展理念不行”“大力增
强质量意识，视质量为生命，以高质量为
追求”。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是因时而
变的主动作为，更是着眼长远的战略抉择。

江苏作为“第二经济大省”，以占全国
1%的面积、6%的人口，创造了10%以上的
经济总量。

“你们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和鲜明的特色
优势，应当在高质量发展上继续走在前。”
在总书记看来，经济大省“挑大梁”，在高
质量发展上勇于探索争先，有着引领示范
全国的重大意义。

两年前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总书记对
江苏提出“四个走在前”的殷切期许——

在科技自立自强上走在前；在构建新
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推进农业现代化上
走在前；在强化基层治理和民生保障上走

在前。
此次，总书记对江苏如何在全国大局

中“挑大梁”，提出了“四个着力点”的
明确要求——

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
头阵；在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
上勇争先；在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上
走在前；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作
示范。

从“四个走在前”到“四个着力点”，
一以贯之、不断深化。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
个根基”。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令现场聆
听的单增海代表备受鼓舞。

单增海是一名来自徐工集团的工人代
表，这些年他把履职的重点始终放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上。

单增海记忆犹新，2023 年全国两会，
习近平总书记听他汇报全地面起重机国产
化率不断刷新的情况，语重心长地对大家
说：“我们还要再提升，向中高端走，我们
高质量发展要体现在这里。任何时候，中
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

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
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去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进一步阐
释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深刻回答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时代课题。

深谋远虑之中，始终保持着“先立后
破”的清醒冷静，蕴含“因地制宜”的精
准思维：“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
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当时，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江苏“成为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点明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抢抓
机遇，加大创新力度，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
产业体系”。

今年，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代表在
发言中向总书记汇报了相关情况：全省财政
去年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达788亿元，国家先
进制造业集群增至14个，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连续两年新增700多家……

“科技创新，江苏是有重要地位的，跟
你们的经济实力相匹配。”总书记表示赞
许，并指出：“北上广、苏浙，包括现在一
些中部地区，像安徽、湖北等，都是这
样。”

在随后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阐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

实践不断发展，认识不断深化。这是
对一地一域的期许，更是对发展全局的考
量——

“总的来讲，我们要走科技创新的道
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新质生产力
发展，使我们国家能够在现代经济大潮中
始终保持弄潮儿的角色。”

（二）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奋力打
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以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
图。全会后的首次全国两会，改革话题备
受瞩目。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教
育改革的话题牵动着党心民心。

3月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政协
联组会，深耕教育领域多年的委员们打开
了话匣子。

第一个发言的张运凯委员是河北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职业教育是与产业
对接最紧密、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
型，他道出了自己的困惑——

近年来，“有岗无人上、有人无岗上”
的现象引发关注。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

“两张皮”问题如何破解？
“现在的劳动力市场，有的出现人员

荒、人才荒，有的供过于求，是个结构性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明问题症结，强调
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人才有一个供需关系的变化，教育要想
在前头，赶在前头。”总书记要求，职业教育
要提前做好谋划，以改革适应现实需求。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解决问题
的过程，也是发展前进的过程”。

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勇当改革开
放的排头兵。

一年前，在江苏代表团，总书记就指
出：“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
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今年，总书记的嘱托形象而生动：“经
济体量大，向前发展就需要更大的推动
力。江苏要先行先试、内外兼修，通过深
化改革开放不断除障碍、增动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
程，千头万绪之中，要牵住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这个“牛鼻子”。

“统筹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和高标
准市场体系建设，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主动破
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内卷式’竞
争”……

锚定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每年全国两会，
总书记都会聚焦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明确改革重点任务、指明改革主攻方向。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重大
改革任务。

去年政协联组会上，来自科技界的
赵宇亮委员在发言中提到，我国科研论文
发明专利数量大，但落地转化少。创新链
与产业链“相望难相见”，是阻碍新质生产
力形成的卡点。

习近平总书记听后，指明了下一步改
革的方向和节奏：“过去研究和生产是‘两
张皮’，现在科研成果转化率比过去高得多
了，特别是企业自身直接研发形成成果转
化，院校和企业形成共同体，这样的趋
势、方向是对的，要快马加鞭，把激励、
促进政策进一步抓好。”

如何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这篇大文章？

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进行了多次
考察调研：在合肥，了解当地如何推进科
技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在
武汉，看“武创院”如何探索解决“点菜
的不吃饭，吃饭的不买单”，让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同频共振……

此次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经过这些年努力，科技创新氛围浓
厚，产业创新百舸争流，两者融合势头良
好，但某些体制机制不顺的问题仍然存在。”

打通“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
里”，让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无缝衔
接”，关键要靠改革。

总书记强调：“抓科技创新，要着眼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
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
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在教育、科
技、人才“三位一体”中，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了教育的作用。

在今年的政协联组会上，总书记深刻
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
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
动局面！”

有先行先试的魄力，有毫不动摇的定
力。

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以经济界人士为主的民建、工商联界
委员联组会，重申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
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

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今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民

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进一步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指明
方向。

这次，在江苏代表团，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
精神，一视同仁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重申党的方针政策，出台实打实的工
作举措，都在充分表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是长久之策，不是权宜之计”。中国
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
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
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主持召开9场有关区域发展的座谈会，一盘
着眼全局、纵横联动东西南北、统筹联通
国内国外的发展大棋局布子成势。

“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
阔”，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寄予厚望：“经
济大省不仅指经济块头大，更意味着在全
国发展大局中肩负的责任大，要在落实国
家重大发展战略上有更大的担当。”

对此，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在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发展战
略中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加强与京津冀
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的对
接 ， 深 度 融 入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这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高超智慧，是
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远见卓识。乘着改革
开放的时代大潮奋勇前行，中国式现代
化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
景。

（三）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中国式
现代化，民生为大”

别看李肖娜代表是“90后”，她已在基
层社区工作了12年。坐在习近平总书记对
面，这位踏实稳重的年轻人讲起基层工作
来如数家珍。

“你们社区人口有多少？”总书记关切
地问。

“7266人，由5个居民小区组成。我刚
来的时候，只有 3000 多人，现在翻了一
番。”李肖娜脱口而出。

听了这几个数字，总书记感触良多：
“过去的居委会，印象里都是比较小的。社
区书记是‘小巷总理’，管的事特别多，很
不容易。”

小小社区，一头连着百姓生活冷暖，
一头连着国家长治久安。千头万绪的事，
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

“我到地方考察，总要看看农村、城市社
区”“我特别关注‘一老一小’这个重点”。

重庆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的食堂、宁
夏银川市长城花园社区的卫生站、甘肃兰
州安宁区枣林西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
这些年，到地方考察，总书记一次次进社
区、听民声，牵挂“一老一小”。

这一次，听了基层社区书记李肖娜的
故事，总书记进一步谈及对这个问题的思
考——

先说“老”：“要因地制宜、可持续发
展。同时，老年居家服务要完善措施，加
强志愿者队伍建设，培育好老年医护职
业。”

再说“小”：“根据人口结构和办园质
量，现在的托幼服务，有的地区还有‘不
足’或‘过剩’的现象，要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完善。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安全、健
康，希望托幼服务人员专业、有责任心，
还要加强这方面的建设和管理。”

教育，民生之基，牵动亿万家庭。
2023 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基

础教育，承担着非常光荣艰巨的历史任
务”，2024年全国两会上，又叮嘱“要实实
在在地把职业教育搞好”。

今年，总书记参加政协民盟、民进、
教育界委员联组会时寄语：“大家一起来共
商教育大计。” （下转A06版）

乘着时代大潮奋楫前行
——记习近平总书记同代表委员共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