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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 8月 27日，全國政

協辦公廳召開2024年第三季

度理論研討會。是次會議的

主題為「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

三中全會精神，總結人民政協

75年來的發展歷程和寶貴經

驗，以改革創新精神推進新時

代人民政協事業發展」。這次

理論研討會，是全國政協理論

研究工作的一項機制性安排，

也是推動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

三中全會精神走深走實的具體

舉措。

◆四川省政協主席田向利表示，對於國家戰略腹地建設，要堅持「川渝一盤棋」，
打造「一極一源」，更好服務國家重大生產力布局。圖為2020年12月，成渝間
實現高鐵公交化運營1小時直達，乘客在高鐵列車前留影。 （新華社）

深刻領會新時代新征程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義

改革開放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大踏步走向世界、自主
自強於世界的不竭動力。

「我們要充分認識進一步全面改革的歷史必然性和現實緊迫
性。」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吳富林看來，
歷史充分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
招，而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正處於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中國所處的新的歷史方位和面
臨的國內外形勢迫切需要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總結和運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新時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寶貴經驗是重要一環。
「其中，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貫徹的

重大原則中居於統領地位的首要一條，深刻揭示了我國改革開
放事業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須
牢牢把握的正確政治方向。」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史和
文獻研究院學術和編審委員會原主任陳理認為，形勢越複雜、
任務越艱巨、挑戰越嚴峻、改革越深入，越是需要堅持和加強
黨的全面領導，把「兩個維護」作為最高政治原則和根本政治
規矩，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把堅持黨的全面領導貫
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方面全過程，以釘釘子精神抓好改革
落實。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如果

不沉下心來抓落實，再好的目標，再好的藍圖，也只是鏡中
花、水中月。」
研討現場，不少委員對如何抓落實非常關注，全國政協委
員、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唐方裕說：「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抓好改革
落實需要清晰的思路、明確的責任、頑強的韌勁。」他認為，
抓好改革落實應當採取正確的手段方式，精准把握時度效，同
時要注重防止和糾正抓改革落實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
現象，求真務實抓改革、持之以恆抓改革。
隨着改革進入了攻堅期、深水區，全面深化改革所面對的複

雜性、艱巨性、敏感性前所未有。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副主任、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斌認為，緊扣推進中國式
現代化主題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還需運用好辯證法，正確把
握改革與發展、積極與穩妥、全面與重點、政府和市場、「自
力」與「外力」這五對重要關係，在深水區中流擊水，在攻堅
期迎難而上。

緊扣中國式現代化主題
推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回顧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程，從「改革」到
「全面深化改革」再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既體現了改革決心與方向的一以貫之，更
反映出改革層次與內涵的承前啟後、遞進昇華。
尤其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作出系統部署，更加注重系統集成，更加注
重突出重點，更加注重改革實效，提出300多項涉
及體制、機制、制度層面的重要改革舉措，涵蓋
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方方面面。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改革開放中不斷推進的，

也必將在改革開放中開闢廣闊前景。」全國政協
委員、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王昌林認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緊緊圍繞「繼續完
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
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總目標來展開，從
中國國情出發，遵循現代化發展一般規律，努力探索並創造適
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制度體系。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人大江蘇代表

團審議時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隨着新質生產
力從提出、確立、部署到實施，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的
不斷改革創新和調整完善就成為一種必然。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畢井泉提出，加快構建與

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係，要以激發全社會創新活
力為目標，着力解決政府行為與市場作用不相容、宏觀政策取
向不一致的問題，完善收入分配機制，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
制改革，加強教育、科技、人才體制的「聯動改革」，加強知
識產權法治建設，加快推進高水準制度型開放。
兩位來自地方的全國政協委員——遼寧省政協原主席夏德
仁、四川省政協主席田向利，結合地方改革實踐，從區域發展
的角度分別圍繞「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東北新篇」和「以改
革舉措加強國家戰略腹地建設」交流了思考和體會。
「東北地區要緊密圍繞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以經濟體制改革

為牽引，着力在構建高水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開展區域
全面創新改革試驗、促進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高水準對外開放
等重點領域改革中實現新突破。」夏德仁表示，要通過構建具
有東北特色的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東北全面振興。
對於國家戰略腹地建設，田向利認為，必須深入學習貫徹黨

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和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指示精神，貫徹總
體國家安全觀，堅持「川渝一盤棋」，打造「一極一源」，更
好服務國家重大生產力布局，堅持系統謀劃、堅持底線思維、
堅持高水準對外開放、堅持生態優先，以改革思維和創新舉措
加快推進。
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義；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
動力。此次全會在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中明確「以促
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把「堅持
以人民為中心」作為重要原則。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
利益問題推進重點領域改革同樣是交流研討的重點之一。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的視角在

於生育保障體系建設。她認為，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
神，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促進家庭和諧幸福
和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深化人口服務管理制度改革，以積極
生育保障應對少子化挑戰。
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

農村發展取得歷史性巨大成就。但仍要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
作為「三農」領域的專家型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

記張合成認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破解城鄉融合根本
性難題的重中之重，要真正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落到實
處，以「優先發展」破解發展動力不足、城鄉差距、發展與保
護、經濟迴圈壁壘、發展機會不均等難題。

以改革創新精神
推進人民政協事業高質量發展

今年是人民政協成立75周年，把學習貫徹全會精神與做好新
時代人民政協工作結合起來，總結人民政協75年來服務黨和國
家中心任務的工作經驗，深化對政協工作的規律性認識，立足政
協性質定位和履職實踐，找准新時代加強和改進工作的努力方向
和着力重點，是推動人民政協事業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回顧人民政協75年發展歷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部

人民政協事業發展史，就是一部堅持黨的領導、統一戰線、協
商民主有機結合的歷史。」中國人民政協理論研究會原副會
長、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劉佳義解讀道，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
產黨的領導、必須始終堅持大團結大聯合、必須始終堅持發揚
社會主義民主、必須始終堅持圍繞中心大局履職盡責，是人民
政協經過75年的奮鬥實踐積累的寶貴經驗，為做好新時代人民
政協工作確立了重要原則。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健全協商民主機制作出重要部署，明
確提出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專門協商機構作用，這既為做好新時
代新征程人民政協工作指明了方向，也為政協委員履職盡責提
供了指引。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原黨組副書記、副院長趙

凡表示，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要提高政治站
位，認真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
論述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
全面落實政協工作領域各項改革要求，聚焦黨和國家中心任
務，進一步健全協商民主機制，堅持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
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全國政協委
員、江蘇省政協副主席惠建林從加強人民政協聯繫群眾機制建
設的角度提出，要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密切聯繫群眾的
重要論述，認真落實黨中央對政協聯繫群眾工作的重要要求，
深化認識全會關於健全協商民主機制的重要部署，進一步加強
黨建引領、完善工作制度、提升履職能力、豐富平台載體，把
聯繫群眾工作進一步做深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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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畢井泉提出，要加強教育、科技、人才體制的「聯動改革」，加強知識產權法
治建設，加快推進高水準制度型開放。圖為2024年4月，石家莊橋西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為市民普及知識產
權法律法規。 （新華社）

◆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記張合成認為，堅持農業農村優先
發展，是破解城鄉融合根本性難題的重中之重。圖為2024年6
月，在河南省信陽市光山縣羅陳鄉張樓村青龍河合作社，社員
在田間起秧苗。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