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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一切伟大的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

题研讨班上提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

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

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的攻坚战，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百年梦想只争朝

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勠力

同心，打好三大攻坚战，我们一定能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打好三大攻坚战关系
决胜全面小康全局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打好三大攻坚

战，是破解制约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

题，一鼓作气向百年目标冲刺的现实需要。

“越要由大国迈向强国，越要化解风险。

规模越大，在国际上的地位越重要，风险也就

越大。”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表示，发展起来

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甚至更多、更

复杂了，既有长期积累的老问题，也有发展中

遭遇的新挑战。

风险不容低估，困难要高度关注。要预

见风险、防范风险，确保国家安全，保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二字重千

钧。打好三大攻坚战，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是否能够取得决胜。

“确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作出的

庄严承诺。言必行，行必果。从太行深处到

大别山区，从陇中定西到吕梁山区……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国有 5500多万人摆脱贫困，贫

困发生率降至 4.5％，成为世界上率先完成联

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在看到以往脱贫攻坚显著成效时，更要

清醒地认识到继续这项伟大事业的难度。“中

国还需要提高 4000多万人的生活水平。”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前政策与合作事务

负责人汉娜·赖德撰文称，减贫同样受制于收

益递减规律，向上述贫困人口伸出援手的难

度会变得很大。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摆脱绝对贫困，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

标。”在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看来，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将极大提高全国各族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极大增强人们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认同感。

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打好三

大攻坚战，有助于加快形成适应经济新常态

的发展方式。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东超说，当前我国

农产品、工业品、服务产品的供给能力迅速扩

大，但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能力却在减弱，一

些地方生态环境还在恶化。人民群众对蓝天

绿水、清新空气、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

越来越强烈，污染治理的短板亟待补齐。

“如果到 2020 年我们在总量和速度上完

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问题更加严重，短板更加突出，就算不上真正

实现了目标，即使最后宣布实现了，也无法得

到人民群众和国际社会认可。”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课题组

首席专家严书翰认为，打好三个攻坚战，坚定

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对于实现全面小康至关

重要，也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开局意

义重大，将有助于我们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打好三大攻坚战就要
敢啃“硬骨头”
“攻坚战”，意味着要过“深水区”、啃“硬

骨头”，不是一个冲锋就能解决的。必须用改

革的思维、科学的方法、踏实的作风，瞄准靶

子，精准发力，稳扎稳打，攻克难关。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深化改革，锐意创

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越是难题，越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

寻找突破口。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正是通过一系

列顶层设计，统揽全局、系统谋划、狠抓落实，

多项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

举措，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积极主动

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创新。让重大风险通过改

革发展得以化解，让深度贫困难题通过改革

得以攻克，把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针对污染防治的难题，2015 年 7 月，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

环保督察机制。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6 年

2 月 4 日，中央环保督察组率先在河北开展环

保工作督察试点。

持续刮起的环保督察风暴,让对绿水青

山充满期盼的人们看到了希望。目前，我国

已实现对 31 个省份的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

未来，随着环保督察等机制的不断完善，污染

防治的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把握关键，重点突

破。要在工作中找准“主攻点”、牵住“牛鼻子”。

“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目前仍有 4000

多万的贫困群众需要脱贫，再靠‘大水漫灌’

的方式是不能解决的，必须要通过精准扶贫

的方式，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工作。”辛鸣说。

而如何在精准扶贫中找准着力点十分关

键。总结各地实践和探索，好路子好机制的

核心就是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

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

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今年 3 月底，河南兰考县正式退出贫困

县，成为全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兰

考脱贫攻坚伊始，就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

新增了贫困人口 8845 人，清退 15756 人，纠错

26647人，为精准施策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地

干部群众总结说，兰考率先脱贫，实施精准扶

贫措施很关键。

实际上，无论是精准脱贫还是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或者是污染防治，都必须在关键施

策上出实招、在重点突破上下实功，才能在落

地上见实效。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远近结合、方法得当。

三大攻坚战既是眼下必须攻克的难题，

又是利在长远的重要课题。一方面，要充分

认识到三大攻坚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举措，要有高度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急于求成而忽视过程中

存在的风险。

以金融领域为例，当前，各金融部门正在

紧锣密鼓地采取措施，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推动金融业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

专家提醒，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

中，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新的风险、产生新的

问题，必须找对方法，把解决当前的问题和促

进未来的发展相结合，稳步推进，确保金融市

场稳健运行。

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又要防止

欲速则不达，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一步一个

脚印，踏实前行。

任务已经明确，冲锋号已经吹响。面对三

大攻坚战，必须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

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攻坚克难。唯

有迈过这些坎儿，才能迎来发展新阶段。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凝
聚起人民的力量开创美好
新局面

一切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在党的领导。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打好三大攻坚战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中西部 22个省份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向

中央立军令状，稳定贫困县党政正职，向贫困

村派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这些有力

的扶贫举措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推行的。

“中央高度重视，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

贫、全党合力促攻坚的生动局面。”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如此描述党的十八大以来脱

贫攻坚的特点。

事实上，针对当前的三大攻坚战，中央已

进行充分而具体的部署。比如，针对金融领

域风险，日前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把防

范金融风险列为金融工作三项任务之一，提

出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在关系到污染防治的生态文

明建设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相

关文件，就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具体方法等

进行了明确规划和要求。

方向明确，路径清晰。打好三大攻坚战

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党的工作全局，

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要

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中央

政策能够落好地。

昭通市是云南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在

昭通市镇雄县雨河镇乐利村，有一个党员扶

贫先锋队，105 名党员编入三个支部突击队，

哪里有困难就冲向哪里。仅仅四个月时间就

完成了乐利新村房屋改造、河道治理、道路建

设、河堤建设等主体工程，两个月时间就完成

了绿化、亮化、美化等附属工程。

三大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冲刺阶

段必须迈过的坎，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齐

心协力，坚决打赢打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

广大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力量源

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告诉我们，

只要团结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任何困难都

能战胜。

8月的塞罕坝，郁郁葱葱，满目苍翠，这里

被誉为“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水的源头，云的

故乡”，每年吸引着 50 多万名游客慕名前来。

从沙漠变绿洲，从荒原变林海，塞罕坝治理的

背后是三代人的艰辛付出。

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

塞罕坝。污染防治工作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

严防死守和真抓实干，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积

极投入，共同建设好、守护自己的绿色家园。

眼下，要在三年多时间里让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勤劳与

智慧，才能最终实现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落下。

“经过五年来的砥砺奋进，人民群众对坚

决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充满期待和信心，也对在此基础上踏上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充满期待和信心。”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

奋发努力下，美好图景正在展现：经济社会发

展更加均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更加深入，

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加充实，

社会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必将如期实现。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打好决胜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述评之五

新华社记者 赵晓辉 王 希 刘开雄

暑假期间，河北省邯郸市肥乡
区教育部门在辖区多所学校组织
开展“多彩活动伴暑假”系列公益
活动，通过开设戏曲、科普、象棋、
茶艺等兴趣特色培训班，丰富孩子
们的暑期生活。

图为8月21日，邯郸市肥乡区
孟张庄小学教师在为参加科技兴
趣班的学生讲解钟摆原理。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多彩活动
伴暑假

“您好，颈椎不舒服应该看哪个科？”

“请您到骨科就诊。”听到询问，身材曼

妙的机器人“晓医”优雅点头致意，并很快

在屏幕上用三维地形图指示出医院骨科诊

室的位置。

20 日，全国首家人工智能诊疗平台在

安徽省立医院挂牌成立，来自科大讯飞的

导诊智能机器人“晓医”正是这个人工智能

诊疗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

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许戈良介绍，今年

6 月“晓医”初入这家医院，在不到两个月

的时间，“她”们持续地学习了 53本医学教

科书——相当于一位医学博士所需要掌握

的教材内容，还学习了大量其他相关数据。

“‘晓医’目前可以支持 47 个科室的医

生排班查询，618 个地点导航，607 个功能

地点导航，以及 227 个地点的上班时间和

260 个常见医疗问题的询问。”许戈良介

绍，推出不到一个月，“晓医”就接受询问

4905 人次，目前“她”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也

由早期的 81%提升到 90.81%。

许戈良透露，接下来安徽省立医院将

通过投放 10台“晓医”，让“她”加快学习进

度，变得更智慧。

用人工智能诊断肺部 CT 影像资料，

是安徽省立医院人工智能诊疗平台的另一

个看点。

去年 6 月，安徽省立医院开始与科大

讯飞合作研发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

系统。一年来，这个系统通过学习 68万张

肺部 CT 影像资料，已经辅助医生诊断了

约 11000人次的 CT 影像资料，诊断准确率

达 94%。

“医学影像的数据量非常庞大，每次CT

都有上百张片子，一线医生的工作量非常

大，疲劳之下难免有疏漏。而人工智能不知

疲倦，其精准度已经达到三甲医院医生的平

均水平。”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

这家人工智能诊疗平台也将使多家

基层医院受益。通过对接安徽省“医学影

像云”和安徽省立医院医联体远程会诊平

台，安徽省 41 家县级医院可以享受到人

工智能诊疗平台对胸部 CT 和乳腺钼靶

影像的辅助诊断及质检服务。在磨合调

试阶段，该平台已质检 10000 多例患者的

约 150 万张胸部 CT 影像资料，提出质检

意见 500 余例。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平台的智能化

水平和服务能力将不断提升、服务领域也

将不断拓展。”许戈良介绍，目前该平台已

学习了 2万张乳腺钼靶影像资料和约 20万

张的颅脑磁共振影像资料，在乳腺癌的辅

助诊断和阿尔兹海默症的临床研究方面值

得期待。

通过与科大讯飞的合作研发，人工智

能语音技术也已在安徽省立医院的医护查

房、超声检查等多个场景中得到广泛应用。

其效果是，过去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

时才能完成的患者信息数据录入工作，现

在通过口述方式即可完成。而且医生通过

使用“云医声”手机 APP，可随时掌握每位

患者的病案信息和最新诊疗报告，随时随

地快速制订、调整诊疗方案，口述查房记

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目前该院医

生每天使用“云医声”手机 APP近千人次。

“人工智能的魅力，一方面在于其能够

帮人类做许多简单重复的工作，大大减轻

人类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在于其能够实现

人机协同，辅助人类进行更高效率的工

作。”刘庆峰介绍，未来还要让人工智能辅

助医生开出诊疗处方，进一步提升一线医

生的诊疗水平。

为人工智能诊疗平台揭牌的国家卫生

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评价，首家人工智能

诊疗平台的成立是随着技术的发展“顺运

而生、顺势而为”。他相信，这种尝试未来

一定会取得星星之火、燎原全国的效果。

\ （科技日报合肥8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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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沈阳 8月 21日电 （记者郝
晓明）“目前，中国机器人发展，无论从规模

还是应用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IEEE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机器人与自动化

学会前主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巴黎第六大学智能系统与机器人研究所所

长拉贾·夏蒂拉说。

拉贾·夏蒂拉是在 21 日沈阳举行的机

器人技术国际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高端

论坛上作此番表述的。出席论坛的还有日

本工程院院士 Toshio Fukuda、中国科学院

院 士 丁 汉 、韩 国 国 家 工 程 院 院 士

Dong-Soo Kwon、斯 坦 福 大 学 Oussama

Khatib教授等国际机器人学领域众多知名

技术大咖。他们就机器人技术和产业的快

速发展，梳理出未来机器人学技术体系的

主流方向，探讨机器人学的前沿技术和未

来趋势。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机器

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期望抢占机器人

学科的制高点，我们也要更加关注前沿

性、引领性技术，以保证在未来竞争中把

握主动权和拥有竞争力。”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成员

陈左宁院士在讲话中说，随着传感器和

智能控制技术的发展，机器人技术正从

传统的工业制造领域向医疗服务、教育、

娱乐、勘探勘测、生物工程和救灾救援等

领域迅速拓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天然认为，无论在

技术理论还是实际应用中，机器人都会和

很多其他学科紧密结合，未来将很有可能

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型机器人。

本次论坛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

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机器人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承办。

国际机器人学领域技术大咖认为：

中国机器人发展势头前所未有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何增旺 张龙 张
学鹏 记者李丽云)8 月 20 日凌晨 6 时 18

分，随着中国高寒高铁“哈牡客专”线要塞

虎峰岭隧道内一声爆破，横亘在隧道的

Dk229+290贯通点最后一处岩石层应声而

落。10 时，从东西方向同时施工的中铁五

局的工人们摇旗跑向贯通点激动地相拥汇

合。这标志着全长 8755 米、施工 800 多天

的虎峰岭隧道正式全线贯通。这成为中国

高寒高铁线路中已贯通的最长隧道，也是

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中最北“一横”突破

的又一重大难关。

虎峰岭，是“哈牡客专”的头号重难点

控制工程，其位置坐落于著名剿匪故事“智

取威虎山”所描述的林海雪原区域内。虎

峰岭当地山间环境极为特殊自成一个小气

候，冬季雪频雪大常刮“大烟炮”，夏季常年

雨雾缭绕，这导致虎峰岭隧道山体内裂隙

水层极为丰富。施工时隧道内涌水大，施

工安全风险极高。

20 日上午，在隧道贯通处，中铁五局

哈牡客专一分部党工委书记苏晨光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虎峰岭隧道整个施工中洞内

涌水情况严重，相当于是在“水帘洞”中凿

通的隧道。

据介绍，在 800 多天的不间断施工中，

建设者克服全年近 70℃温差，创造了中国

高寒高铁已贯通隧道中施工长度、施工速

度、排水技术等多项纪录。该项目建设中

自行研制的《高寒隧道深埋中心水沟施工

工法》，使隧道能在低温气候环境下不受严

寒影响正常排水，已成功申报国家专利；该

隧道的贯通成为中国高铁递向世界高寒高

铁的一张闪亮的“技术名片”。

“水帘洞”里凿通高寒高铁线路最长隧道

对燃煤电厂、工业锅炉、有色金属冶炼、

水泥生产等行业，荧光灯、护肤品等来说，新

的环保“紧箍咒”来了。国际《关于汞的水俣

公约》（以下简称《汞公约》）从今年 8 月 16 日

起正式生效，不但禁止开采新的原生汞矿，而

且对汞排放行业和含汞产品来说，汞被列入

管控和限制指标。

汞（水银）及其化合物广泛应用于化工、

照明、医疗器械等领域。汞释放到环境后将

长期存在，并能通过大气长距离传输，经生物

累积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排放了约 2000 吨的

汞，我国年排放量约占其中的 1/3多。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说，《汞公约》

是为了有效应对和妥善解决全球汞污染问

题，这是国际化学品领域，继《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后又一重要国

际公约。

据《汞公约》生效公告，2032 年 8 月 16 日

起，我国将全面禁止原生汞矿开采；从今年8月

16日起，禁止新建的乙醛、氯乙烯单体等生产

工艺使用汞、汞化合物作为催化剂或使用含汞

催化剂；禁止新建的甲醇钠、乙醇钾等生产工

艺使用汞或汞化合物。2020年氯乙烯单体生

产工艺单位产品用汞量较2010年减少50%。

生活中常用的含汞体温计和血压计，由

于替代的电子体温计和血压计等成本较高、

精准度有所差异，禁止生产年限放宽到 2026

年 1 月 1 日；普通照明用途的直管型荧光灯、

高压汞灯，含汞量超过百万分之一的化妆品

（包括亮肤肥皂、乳霜），农药、生物杀虫剂和

局部抗菌剂等，对之汞含量也有了限制使用

和添加的新规定。

赵英民说，目前，我国普通干电池已基本

实现无汞化；环保部还联合发改委等出台政

策，进一步推动淘汰含汞湿度计、体温计等含

汞产品；推广荧光灯的低汞、微汞技术。

赵英民说，未来，环保部将继续协同各部

委，推动无汞低汞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实现汞

污染减排及用汞产品的替代；继续开展化学物

质环境和健康风险评估，对高风险化学品生

产、使用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淘汰替代，推动

我国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等。

我国对汞的替代和回收也在逐步进行。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持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证单位回收利用废汞触媒 5.7万吨，回收

利用废汞灯管约 1.2亿只。

（科技日报北京8月21日电）

不能随便采，更不能随便排

汞排放和含汞产品有了“紧箍咒”
本报记者 李 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