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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中共甘孜州委机关报 甘孜日报社出版

今日特别看点

全国、省、州人大代表
赴炉霍县、色达县开展交叉视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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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平

立足关键时期
用好重要法宝

（一）

伟大的事业，在接续奋斗中掀
开新的一页。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
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
开始举行，将科学谋划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
署。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
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
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
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立足关键时期，用好重要法宝，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历史
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号召全党“必须
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展现
了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
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

历史的江河奔腾向前，有静水
深流，亦有波澜壮阔。

从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到开启全面深
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
时代，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伟大觉醒”，改革开放孕
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作为“伟大革命”，改革开放推动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
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
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
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

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
划时代的。改革开放决定当代中国
命运，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是党
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
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
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
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
界！”这是对昨天的总结，是对今天
的启迪，也是对明天的昭示。

新征程，再扬帆。把握时代发展
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以改革开
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我们更加
充满信心、更加富有力量。

（二）

从历史深处奔涌而来，向着民
族复兴澎湃而去，改革开放潮涌东
方，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

“史诗般的进步”，新中国成立
75年来，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发展
史上的伟大成就。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新时代以
来的这些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面
临的重大风险挑战世所罕见、史所
罕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书写了“两大
奇迹”新篇章。

重庆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一
分钟下线两台新能源汽车。这家全
球标杆级数字化工厂，超3000台机
器人智能协同，实现关键工序100%
自动化；运用质量自动化测试技术，
实现100%质量监测追溯。

（下转第三版）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卷中，
改革开放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件。

4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
开放的关键抉择。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崭新局面。

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上，又将矗立起新的里程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
至18日在北京召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

历史，必将在新的伟大变革中迸发
出更加澎湃的力量。

九万里风鹏正举——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
舵领航，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
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掀起全面深化改革
的春江大潮

珠江入海口，是为伶仃洋，潮起潮
落，风起云涌。

6 月 30 日，全长约 24 公里的超级
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跨越伶仃
洋、连接东西岸，为当今世界最大湾区
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注入发展新动力。

放眼珠江两岸，正是在这里，炸响
了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吹响了新

时代改革再出发的嘹亮号角。
2012 年 12 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

记 20 多天的习近平首次出京考察，便
前往深圳、珠海、佛山、广州，到在我国
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的地方，现场回
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一个宣示
振聋发聩：“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4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历史
性决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担任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

历经200个日日夜夜，在文件起草
组上报的每一稿上，习近平总书记都逐
字逐句审阅，倾注了大量心血，高瞻远瞩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重大论
断。总书记旗帜鲜明表示“如果做了一个
不痛不痒的决定，那还不如不做”。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2万多字的篇幅，
一揽子推出15个领域、336项改革举措。

这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
中篇幅最长的决定文件，将改革全面扩
展深化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党的建设、国防和军队等各个领
域，绘就了有史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
入的改革蓝图。

越是恢弘的改革蓝图，越需要改革

者的勇毅与担当。
“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新时

代改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习
近平总书记形容，“好吃的肉都吃掉了，
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敢于
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为了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
克难，习近平总书记既举旗定向又细致
指导，既领衔挂帅又作战出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党中
央首次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
从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到中央深改委，习
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 72 次会议，
研究审议每一项重要改革方案，提出重
大改革议题、部署重大改革任务，关键
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

2018年，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
略性战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拉开大幕。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统筹进行党
中央部门和国务院机构的重大改革，是
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集
中行动。

短短一年多时间，调整 80 多个中
央和国家机关部门、直属单位，核减21
个部级机构，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
就涉及180多万人……涉及范围之广、
触及利益之深，让海外媒体直呼“力度
空前”“出乎预料”。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要动奶
酪的、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
的，是需要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
的。”习近平总书记态度坚决。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改革
深水区绕不开、躲不过，必须愈难愈进、
勇往直前。

军队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四总部
制，正师级以上机构减少200多个，人员
精简三分之一；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为长达24年的国地税分设局面画上句
号，3.4万个机构被撤销，2万多名干部
由正职转为副职；户籍制度改革冲破城
乡壁垒，全面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
口的性质区分，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延续半个
世纪的劳教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面对一项项议论多年、久推不动、
牵涉深层次调整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破局开路，破藩篱、扫障碍，推动实
现历史性变革。

越是恢弘的改革蓝图，越需要改革
者的谋略与智慧。

新形势下如何深化农村改革，是总
书记一直思考的重要问题。40多年前，
正在上大学的习近平曾到安徽滁州实
地调研包产到户，“当时来我记了一本
笔记，我还收藏着”。

时移世易。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大量农民进城和农村分工分业的巨变，
农村农业生产关系亟需新的调整。

2013 年 7 月，农历大暑时节，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湖北武汉农村综合产权
交易所，同工作人员和前来办理产权流
转交易鉴证手续的农民交谈，详细询问
产权交易具体流程。

（下转第四版）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写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
◎新华社记者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甘孜日报讯 7 月 13 日，州委副书
记、州长冯发贵主持召开全州防汛减灾
视频调度会，传达贯彻全省防汛减灾视
频调度会议精神和省政府代省长施小
琳、副省长左永祥指示要求，随机调度
重点县（市）防汛减灾情况，安排部署重
点工作。

冯发贵指出，过去一周，受强降雨
影响，全州遭受不同程度汛灾地灾，国
省干道和县乡村道多处断道，超过历史
同期。据国家气象部门预报预警，未来
几天四川可能迎来超历史同期极值强
降雨，全省防汛减灾形势十分严峻。各
地各部门要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

灾，扎实做好防汛防地灾各项工作。
冯发贵强调，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

各县（市）党政主要负责人必须在岗在
位，亲自调度指挥防汛防地灾工作。特别
是气象部门要针对本轮全省强降雨对我
州影响进行专题研判，州、县防汛防地灾
指挥部办公室要针对气象部门研判情
况，按照“宁可做最坏准备、宁可把情况
想得更严重”的原则，对本州、本县、本行
业防汛防地灾形势进行研判，进一步做
好防汛防地灾万全准备。要过筛子排查
隐患。按照“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
查”及“地灾发生前、地灾发生时、地灾发
生后”和“全面拉网、不留死角”原则，聚

焦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和重点设施，特别
是沿沟工地、工棚、住户、营地、帐篷、水
库水坝等，组织专业力量、发动基层群
众，再次开展过筛子隐患排查，并对隐患
动态更新，及时掌握最新情况。要抓细抓
实临灾避险。按照“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的要求，适当扩大避险范围，
加强部门合作，把临灾避险工作做得细
而又细、实而又实。要派出州级业务指导
小分队指导火灾区域、地震灾区等重点
区域防汛防地灾工作，并及时奖励成功
避险县（市）、人员，进一步调动工作积极
性。要确保人员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统筹做好应急抢险、转移避险、

人员安置等，切实把各类人员安全管理
贯穿防汛防地灾全过程。特别是抢险救
援人员必须在科学评估、确保安全的前
提下，有序进场抢险，决不允许盲目抢
险，坚决守住无人员伤亡底线。要加强值
班值守。建立联合值班机制，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及一线值
班值守人员履职尽责制度，强化调度核
查，压实责任，倒逼末端一线人员守土负
责、守土尽责。

州领导袁纲，州政府秘书长、相关副
秘书长，州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市）党委
或政府、海管委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记者 张涛

冯发贵在全州防汛减灾视频调度会上强调

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甘孜日报讯 日前，记者从州
文联获悉，近日在云南丽江举行的
2023《民族文学》年度奖颁奖典礼
上，我州藏族作家李铭暇（笔名：洛
迦·白玛）的诗歌作品《会说话的石
头》荣获 2023《民族文学》年度诗
歌奖。

在作者独有的笔触下，《会说话
的石头》被细细描出，沧海桑田之际
的水与石、天与地，接通了人与自然
宇宙的神秘联系，从而变得宏大而充
满了洪荒的原始之力。正如2023《民
族文学》年度诗歌奖主办方颁奖词所
说：“这里有星光、闪电、花香和鸟鸣，
更有河岸、草滩和峡谷，那里是创世
之时万物的期待、不安与跳跃，都是
藏在石头中的远古之神灵。”

据了解，李铭暇现任贡嘎山杂
志社主编、州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她的作品先后发表于《民
族文学》《诗选刊》《西藏文学》《星
星》《民族文汇》等刊物，多篇作品入
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选集（藏族卷）》《四川百年新诗选》

《中国年度优秀散文诗（2021 卷）》
《2020中国青年诗人作品选》《2020
中国年度散文诗精选》《2019 中国
诗歌作品榜》《2019 中国年度散文
诗精选》等选本。同时，还出版有诗
集《雪覆盖的梦园》，纪实文集《梦为
马 爱为鞍》，曾获第七届四川少数
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甘孜州
文学艺术奖等。

记者 兰色拉姆

我州1位作家获
《民族文学》年度诗歌奖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四川省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进驻甘孜
州开展例行督察。根据省委、省政
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
要受理甘孜州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
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
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举报电话：0836—2817610，
受理时间为2024年7月15日—7
月27 日每天08:30—12:00、15:
00—18:00。举报信箱：四川省甘
孜州A021号邮政信箱。

如发现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
违纪违法问题，请拨打督察工作
作风监督电话：028-80589036。

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进驻甘孜州督察公告

新华社北京7月15日电 7月
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2013年1月至2024年3月
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
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
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
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
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

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
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
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我
们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
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紧转第二版）

甘孜日报讯 经省委、省政府批准，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甘孜州开
展第三轮第四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例
行督察。7月15日，督察进驻动员汇报
会在甘孜州召开，督察组组长、省政协
副主席杨丹就做好督察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督察组副组长、生态环境厅核
安全总工程师罗秀兵就相关具体安排
作了说明，甘孜州委书记沈阳作了工作
情况汇报和进驻动员，甘孜州委副书
记、州长冯发贵主持会议。督察组全体
成员，甘孜州有关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本次督察将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贯彻
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全国、全省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精神学习贯彻情况，生态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实情况，
环境质量、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等生态
环境保护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中央和
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长江
黄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情况，重大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及处理情况，生态环
境风险防范、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群
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其他生态环境
保护和污染治理有关情况。

督察组成员来自自然资源厅、生态
环境厅以及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抽调人
员。此次督察主要采取个别谈话、调阅
资料、受理举报、下沉督察、现场核查、

走访问询、调研座谈、案件交办、约见约
谈、媒体曝光等形式开展。

督察结束后，将形成督察报告，经
省委、省政府批准后，正式向甘孜州反
馈。督察发现的有关问题将实行分类处
理，对容易解决的，督促立行立改；对存
在的突出问题，采取案件交办、约见约
谈等方式，督促限期整改到位。对督察
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失职失
责情况，将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
移交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对
督察发现需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工作的，将移送甘孜州政府或省直有关
部门依照有关规定索赔追偿；需要提起
公益诉讼的，移送检察机关等有权机关
依法处理。对督察发现涉嫌犯罪的，将

按照有关规定移送监察机关或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根据工作安排，督察组于2024年7
月 15 日至 7 月 27 日设立举报电话：
0836—2817610，举报邮政信箱：四川
省甘孜州A021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
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08:30—12:
00、15:00—18:00。根据省委、省政府
要求和督察组职责，督察组主要受理甘
孜州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
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
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如发现
督察组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违法问题，请
拨打督察工作作风监督电话：028—
8058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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