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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记者 杨 仑 史俊斌 陆成宽

初秋时节，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的中稻陆续成熟，当地农民抓住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一派繁忙的收获景象。图为 8月 24日，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花山村，农民在收
获中稻。 新华社发（李建新摄）

晴好天气收稻忙

新华社北京8月 2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8月 24日

下午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四五”时

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

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

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

新情况、作出新规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

誉院长林毅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

会长樊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

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国家发展

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王昌林、清华

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上海交通

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

长张宇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

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等 9 位专家代表

先后发言，就“十四五”规划编制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讲话。他表示，专家学者们做了很好的

发言，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十四五”时期

发展环境、思路、任务、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

的意见和建议，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

发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

习近平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

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

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

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

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国已进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不断提高。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

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

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

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

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

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

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

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

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在世界经

济中的地位将持续上升，同世界经济的联系

会更加紧密，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市场机会将

更加广阔，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

巨大引力场。

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

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

驱动的内涵型增长，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充分发挥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

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创造有利于新

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

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

业链水平。要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

作用，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

化的生力军。要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

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最大

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要坚持开放创

新，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习近平强调，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

活力。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

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

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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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守正创新、开拓创新，大

胆探索自己未来发展之路。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强调

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研 究 新 情 况 作 出 新 规 划

习近平强调，“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

展阶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

把握大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

规划。

今天，我们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

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规划编制的意

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既有经济

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刚才，专家学者们做

了很好的发言。大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

发，对“十四五”时期发展环境、思路、任务、

举措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听了

很受启发，参会的其他专家提交了书面发

言，请有关方面研究吸收。下面，我就正确

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

讲点意见。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

我 们 党 治 国 理 政 的 一 种 重 要 方 式 。 从

1953年开始，我国已经编制实施了 13个五

年规划（计划），其中改革开放以来编制实

施 8个，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

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

好发挥政府作用。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

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凡事预则

立，不预则废。我们要着眼长远、把握大

势，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

新规划。

第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

新机遇新挑战。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多次

讲，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

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

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

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

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

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

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

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我

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

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要求不断提高。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

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

力资源丰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

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

条件。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

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

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

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总之，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

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

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

转机。我们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

势，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

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

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第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

新发展格局。今年以来，我多次讲，要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新发展格

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

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

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

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

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

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

的态势。对这个客观现象，理论界进行了

很多讨论，可以继续深化研究，并提出真知

灼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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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一场巴山夜雨，涨满黛湖秋池。

7月下旬，科技日报记者跟随“走向我们的

小康生活”报道组走进重庆缙云山，沿途绿树

成荫、鸟鸣不断。据考证，李商隐名句“巴山

夜雨涨秋池”里的“巴山”，正是指的缙云山。

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黛湖周边，清波荡

漾，鲜花盛开，前来游玩的市民络绎不绝，一对

新人正在湖边拍摄婚纱外景照。

“这里风景好、空气好，拍照都不用修

图。”新娘子雷婷笑着说。然而就在两年前，

黛湖因被多家农家乐和酒店圈占，湖水污浊，

美丽尽失。本是重庆主城区“绿肺”的缙云

山，也因为农家乐私搭乱建、违规经营“蚕食”

林地，增添了累累“伤痕”。

2018 年 6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就缙云山

保护区内生态环境问题作出重要批示。经

过两年的全面整治，缙云山的颜值大大提

升，山更青、水更绿、景更美，百姓的日子也

更好了。

生态搬迁 走下高山
走进幸福生活
“房旧屋破，我从家走到村委会要 1 个小

时，走到最近的公交车站要 2 个小时。”回忆

起从前的生活，今年 74 岁的蓝长生还历历在

目。蓝长生家住缙云山保护区核心区的缙云

村戴家院组，因退耕还林、缺乏产业支撑，老

两口只有少量自留地，靠子女赡养。“种地一

年只有几千元收入。”

缙云山是我国特大城市中罕有的“三区

叠加”之地，山脉深处是 2001年设立的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面积 7600 公顷。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之外，是闻名遐迩的缙云山风景名胜区，

山下是繁华的重庆主城区。

缙云山保护区内户籍人口近 9000 人，其

中核心区和缓冲区内就有村民 1100 多人。

囿于保护区的严格政策，长居于此的原住居

民生活不便，也无法新建基础设施、发展产

业，增收较为困难。同时，毗邻保护区的村

民一度“靠山吃山”，农家乐无序粗放发展，

私搭乱建、违规经营“蚕食”林地。对此，重

庆在全国率先探索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将

缙云山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的村民先期搬

出安置。

“搬出去了生活方便，搬迁有一定补偿，

过了 60 岁可以纳入社保，基本生活有保障，

我当然支持！”去年 4 月 11 日，蓝长生爽快地

签下搬迁协议，成为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生态搬迁试点的第一个搬迁户。目前，缙

云山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已搬迁 442 户、

1144 人 ，分 别 占 总 户 数 的 98% 、总 人 数 的

98.5%。

在生态搬迁中，为让搬迁下山的村民能

够过上好生活，北碚区整合资金 1.1 亿元，通

过搬迁补偿、异地迁建、纳入城镇社保体系、

开通入学绿色通道、举办就业技能专题培训、

增设公益性岗位、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等方式，

让搬迁村民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而且“稳得

住、能致富”。

（下转第四版）

生态整治 “巴山”变“金山”

“江汉深无极，梁岷不可攀。”巍峨崇峻的

秦岭，横亘在我国中部大地上，自古便有“和

合南北、泽被天下”的说法。

就是这山色秀美、源远流长的秦巴山区，

却是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也是

多年来陕西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安康市

下属 10个县区均为贫困县；商洛市一区 6县，

其中深度贫困县就有 5个，占全省近一半。

党中央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秦巴

山区就成了陕西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然而，在茫茫崇山叠岭中，村落星散，交

通不便，个别地方保障基本生活都要付出高

昂成本，遑论小康。不信请听当地流行的顺

口溜：“有女莫嫁陡天坡，老死的少，摔死的

多。”“山上不长树，河里不出沙。人硬石头

爬，种啥不长啥。”

寥寥数语，道出了人们的无奈和心酸。

当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时，异地搬迁

就成了一个必选项。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

异地扶贫搬迁行动，在秦巴山区如火如荼地

展开，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截至今年 2 月，陕西 56 个贫困县全部摘

帽，6462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全部出列，村民们

走出大山，搬进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孩子能上幼儿园，就
是幸福”

记者前去采访时，1990 年出生的高巧玲

正在金鸡扶贫产业园的鸡蛋运输车间帮忙。

她饲养员的本职工作已经完成，再过一会儿

下班后，就去接孩子回家。

曾经的高巧玲是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王

阎镇建档立卡的贫困户。由于家中亲属卧病

在床，为了养活一家 7口，丈夫外出打工，她在

家里种地，照顾一家老小。

大山里，别说幼儿园，就算上小学，也要

走上很远的一段山路。2019 年 7 月，高巧玲

一家下定决心，从深山中搬到了高坝店镇过

风楼社区的楼房里。这间屋子有三室一厅，

足够一家人居住。

经过数月的培训，高巧玲进入了蛋鸡养

殖车间，从农民变成了一名产业工人。她的

丈夫也不再外出打工，而是凭借自己的手艺，

成为车间的一名维修工，两人年收入有 6万多

元，远远超过了在山里种地。

“搬下来就是为了孩子，他们应该过上

比我们更好的生活。”高巧玲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每天下班去接娃，看着干净亮堂的幼儿

园，我就觉得很幸福了！”高巧玲说。

扶贫搬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搬出

来仅仅是第一步，还要稳得住、能致富。金鸡

扶贫产业园正是陕西省“三带一创”产业精准

扶贫模式在山阳县的生动实践。

社区挨工厂 下楼就上班

7 月 23 日，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锦屏社

区，细雨连绵。站在新家阳台上，47岁的汪显

平又一次不自觉地向北望去。10公里之外的

大山中，是他们住了几辈子的土坯房。那房

子就在万福山上。

早年间，站在万福山上就能眺望旧时的

兴安府衙（今安康市），因此得名“望府山”。

（下转第四版）

搬出大山 搬进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