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国内新闻
2018 年 12 月 26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德格吉日呼 卫宁
版式策划：潘桂云

12 月 24 日晚，赤峰市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在国际会展中
心大剧场举行。晚会由赤峰市委宣
传部、赤峰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主
办，赤峰民族歌舞剧院承办，参演人
员达 400 多人。近千名各族干部群
众现场观看演出，通过丰富多彩的文
艺节目共同回顾赤峰市改革开放 40
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和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

19 时 30 分许，激昂嘹亮的合唱
《爱我中华》拉开整场晚会的序幕。文

艺晚会共分印记赤峰、盛世赤峰、祝福
赤峰 3 个篇章。歌曲《春天的故事》、
朗诵《赤峰：梦想花开的故乡》热情讴
歌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赤峰大地翻天
覆地的变化；歌曲联唱《牧歌》《我爱昭
乌达》《草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城》抒发
了赤峰儿女对家乡的深深爱恋；歌伴
舞《玛奈乌兰牧骑》再现了全市各支乌
兰牧骑队伍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可贵精神；《金梭和银梭》《年
轻的朋友来相会》《走进新时代》等一
首首经典老歌展现了广大群众昂扬向

上的精气神儿。晚会在《神奇壮美的
赤峰》歌声中落下帷幕。

整场晚会持续 90 多分钟，通过
歌曲、舞蹈、诗朗诵、戏曲等多种形
式，艺术再现了赤峰市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伟大进程，展现了 40 年来全
市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
德、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
精神风貌。演员们以曼妙的舞姿、悠
扬的歌声和热烈饱满的激情为观众
奉上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精彩纷
呈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赤峰市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晚会
放歌改革 祝福赤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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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
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
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
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四十载惊涛拍岸，九万里风鹏正
举。”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激情地回顾 40 年改
革开放伟大历程，并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大视野中，指出改革开放
作为重要法宝、必由之路、关键一招的
深远意义，号召“将改革开放进行到
底”。这既是把握历史大势的深刻洞
见，更是引领时代发展的豪迈宣言。

从历史大势来看，在近代以来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经历了太多太
多的磨难，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牺牲，进
行了太多太多的拼搏。“江河之所以能
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
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正是 40年
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在富起来、
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
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的伟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

能量已经充分爆发出来了，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
力量。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把推
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并称为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
大历史性事件，并列为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从时代发展来看，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
来重大机遇。当然也要看到，世界变局
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克服了危即是机，失
去了机即是危。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关
键在于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继续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40年来，
我们靠什么来振奋民心、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靠什么来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精
神和创造活力？靠什么来实现我国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在与资本主义竞争中赢
得比较优势？靠的就是改革开放。今
天，越是环境复杂，我们越是要以更坚定
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之路走得
更快、开放之门开得更大。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千
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
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
天；离开改革开放，也没有中国的明
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合乎
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
放，让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充满奋勇前
进的强大动力。从开启新时期到跨入
新世纪，从站上新起点到进入新时代，
改革开放 40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
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
慧、勇气干出来的。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
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
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
好成绩。今天，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
更大力度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既当改
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这正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和无上光荣。

40 年大潮激荡，每一天都是新的
起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
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
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九 万 里 风 鹏 正 举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找准改革突破口，就能解决制约发展的
深层次问题。这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
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
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
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
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这一明
确要求，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分析国
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给出的调
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
良方。2015 年，党中央决定实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
重要阶段性成效。钢铁、煤炭“十三五”
去产能目标基本完成，一大批“散乱污”
企业出清，工业产能利用率稳中有升，
传统产业加快改造，科技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新动能加快成长，特别是去产能

使 得 重 点 行 业 供 求 关 系 发 生 明 显 变
化。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激
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
了内需潜力，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
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实践充分证
明，党中央这个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
改善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的治本之策。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动摇，就要深刻理解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必然性。面对经济形势变化，
政策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加强需求刺
激。当前形势下，有必要稳定总需求，
但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
给侧结构性的，供给体系不适应需求结
构变化，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这决
定了，我们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不动摇，尽管有难度，也要挺
过去，不能半途而废。毋庸置疑，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
构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可能轻轻松
松完成。但今天不付出代价，未来将付
出更大代价。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
法。只有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不动摇，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迎来
更加光明的前景。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动摇，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巩固、增
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巩固，就是
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加大破、
立、降力度；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
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
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促进正向激励
和优胜劣汰；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
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
成新的竞争优势，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问题，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
集群；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
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管总的要
求，全党务必认真贯彻落实。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完
成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着力
点。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不动摇，认真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
升、畅通”八字方针，不断提高经济发展
质量和效益，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就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四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人民日报》记者 吴储岐

最近，天津滨海，张黎明创新工作室
内热闹非凡：当第二代人工智能带电作
业机器人——“钢铁侠”自主识别并稳稳
地抓住引流线时，张黎明和团队成员激
动地欢呼起来⋯⋯刚刚荣获“改革先锋”
称号的张黎明感慨：“我是伴随着改革开
放成长起来的产业工人，亲身经历了祖
国的伟大变革、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

张黎明是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
配电抢修班班长，他还有一个更响亮
的“头衔”——滨海黎明共产党员服务
队队长。

2012 年 7 月 26 日，天津地区遭遇
特大暴雨。那段时间，父亲病危，张黎
明白天上班，晚上陪床。“这么大的雨，
一定有灾情，你就不要在这里了。”父亲

的敏锐让张黎明沉默不语。话音刚落，
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好，我就来。”挂了电话，张黎明欲言又
止。“快去吧，我没事，注意安全。”父亲
的目光和张黎明一样坚定⋯⋯

报修单就是出击的命令。那一
晚，张黎明带领大伙跋涉在风雨中，车
陷下去，就用手推，路面坑洼，就蹚水
走；那一晚，张黎明带领大伙在暴雨中
苦 干 近 8 个 小 时 ，完 成 报 修 工 作 81
件。常年奋战在抢修一线，张黎明怀
里揣着时间表，永远走在时间前面：24
小时待命，无论三更半夜还是刮风下
雨，只要接到报修单，立马奔赴现场。

“靠技术吃饭，永远不落伍。”这，就
是当代工人的智慧与力量。走进张黎
明创新工作室，一个不寻常的“工具箱”
映入眼帘。打开箱子，里面是一页页的

“书页”，人称“急修专用BOOK箱”。“原

先，我们急修班出现场，工具、备品零散
放在袋子里，手忙脚乱，经常找不到。
张黎明设计的这个箱子，将工具和常用
备件分门别类地放置在适当‘页面’
上。任务来了，拉起箱子就走，干活方
便多了。”配电抢修班师傅杨伟华对“急
修专用BOOK箱”赞不绝口⋯⋯

这些年来，张黎明从一名普通工
人成长为响当当的创新先锋，堪称新
时代的“蓝领发明家”。

捧着一颗滚烫的心，滨海黎明共
产党员服务队践行着“黎明出发，点亮
万家”的宗旨。“最欣慰的事莫过于看
到万家灯火！这是一代代电力工人的
初心，也是我的初心。”张黎明说。

国网天津滨海供电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喆

“10 多年前一根光纤平均 1 公里要
卖 2000 元，现在卖 40 元，按单位长度算
光纤比面条还便宜。”中国工程院原副院
长邬贺铨说，我国从 1978年的模拟通信
起步，到现在每年生产、消耗全世界一半
的光纤，大大降低了世界通信成本。

25 日，中国工程院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数十位院士
代表齐聚首，共话我国工程科技的沧桑
巨变，展望创新前景。

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院士康绍忠是
1978 年考上大学的，在他上大学那一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刚突破 3 亿吨，到
2018 年这一数字已经翻了一番多，达到
6亿多吨。畜禽、水产品以及棉花、油料、
糖料等主要经济作物产量也快速增长，
13亿多人彻底告别了农产品短缺。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们也做出了重
要贡献，例如超级稻、生物育种、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智能农机装备等领域都发
生了一些突破。2017 年我国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 57.5%，主要农作物良
种基本实现全覆盖，与农业学部院士的
一些工作成果分不开。”康绍忠说。

40 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创
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速度。

截至2017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是
1978年的2.5倍，公路通车总里程是1978
年的5.4倍，民航运输机场是1978年的2.8
倍。目前，我国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以
及港口万吨级泊位数量等均位居世界第
一，机场数量和管道里程位居世界前列，现
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形成。

中国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
学部院士崔俊芝说，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世界最长、最高、
最大的桥梁和隧道纪录不断被突破，未来
可以推进渤海湾跨海通道、琼州海峡跨海
通道等工程的可行性前期研究，同时厘清
我国潜在的重大地质灾害底数。

不仅中国的交通基建闻名世界，40
年来迅速进步的能源技术在国际上也
有良好声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炼油工业规模
大幅提升。1978 年全国原油加工能力
不足 1 亿吨，乙烯产量 38 万吨，到 2017
年我国炼油能力已经达到 7.7 亿吨，乙
烯产量 2200 多万吨。

“通过自主创新、科技攻关和引进消
化吸收相结合的方式，我国炼油技术现
在已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工程

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李大
东说，我国炼油工业拥有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不仅
支撑了行业可持续发展，而且让我国的
炼油技术像高铁、核电、大型桥梁建设等
一样成为“中国制造”的亮丽名片。

中国在 40 年间完成了全球最大规
模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用极其有限
的水资源完成了对城市化和工业化进
程的支撑，世所罕见。

中国工程院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
院士曲久辉说，截至 2016 年，我国在城
市供水和污水处理规模上都位居全球
第一，全国供水能力达到每天 3 亿吨，
污水处理能力每天达到了 1.8 亿吨，对
水污染控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0年春华秋实。伴随着改革开放，中
国工程院1994年成立并实行院士制度，对
于中国工程科技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如果说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是一
幅气势恢宏的时代画卷，与我们有关的
教育、科技、工程在其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中国工程院院长李晓红说，中国工
程院将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
为国建功立业、举贤荐能、建言献策、树
德立人，发挥工程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
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5 日电）

“发挥工程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话40年巨变

□《人民日报》记者 王斌来 蒋云龙

12 月 20 日上午，在重庆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办事处一楼，“老马工作室”
里，63 岁的马善祥拿着笔记本，坐等
下一拨群众⋯⋯

“你都退休了，怎么还天天按点上
班？”马善祥挺乐呵，“群众离不开我，
我也离不开调解这项活儿。”

这活儿，老马已干 30 年。
马善祥，人称“老马”，重庆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办事处原调研员，也是“老马工
作室”的创始人。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
老马来到观音桥街道当了一名调解员。

需要人民调解的，往往都不是喜
事。老马说，“群众带着意见或者误解
来，我就想办法让他们的思想发生积
极变化，让问题得到积极解决。”

23岁的姑娘小刘（化名）就是带着
委屈来的。一时冲动，她扔出去的高跟
鞋砸瞎了朋友小张（化名）的一只眼。司
法部门已有处理意见，姑娘想不通就来
找老马。一番疏导，一番摆理，老马没白
忙活，这对曾经的朋友放下了芥蒂：情绪
平复的小刘愿意赔偿，小张也表示原谅。

一个 56 岁，一个 58 岁，老姐妹俩
来找老马。“马老师你看，我妈刚写的
遗嘱，说财产只留给我们姐俩，其他孩
子不给，这到底有没有效？”“遗嘱法律
上有效，情理上却有些问题。”马善祥
说，“老人家年纪大，考虑未必周全，你
们要多问问多劝劝。一家人闹起来，
从亲人变仇人，值不值得？”听完老马
的话，姐妹俩心里敞亮了⋯⋯

讲法不离情，讲情不离法。这两件
事，就是老马刚刚调解完的群众来访，
记在他最新的一个笔记本上。这样的

笔记本，30年间，他记了160多本。
调解之余，老马经常翻看笔记，总

结规律，归纳群众工作的新方法。“起
立迎接，请坐倒水，倾听记录，交流引
导，解决问题，出门相送”，他归纳的接
待群众 24 字规矩，已成为重庆人民调
解的工作范式之一。

“老马工作室”不只有老马，还走
出一批又一批“小马”，奔赴多个基层
岗位。最近，又新来了 3 名“小马”，都
是研究生毕业的基层干部，跟着老马
学习。“我跟年轻的‘小马’们讲，岗位
面临困难、问题和矛盾，这不是坏事，
是好事。”马善祥说，“没有这三样，年
轻人得不到锻炼，又怎么进步呢？”

重庆的冬日渐渐阴冷，走进“老马
工作室”，群众心里暖融融的。老马
说：“岗位退了，事业没退。群众信任
我，我就要为群众想办法、出主意。”

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员马善祥——

“岗位退了，事业没退”

改革先锋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