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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10
（2021年 10月 9日）

习± "

同志们，朋友们：

110年前，以孙中山é 生为代A 的革命û 人发动了î { 世�

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ô 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

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

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é 进分û 为实t 民族¯ 立、人民½ ó

进%的一Ü伟大而艰辛探ï 。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是中国共产û 成立 100周年，

中国人民正À 气· 发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t 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 时刻，我们在这里m重 会，

缅怀孙中山é 生� 革命é 驱的历史功勋，就是[ 学习和弘扬他

们为振兴中华而ª 志不渝的崇高‹ 神，€ 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

中华à � 为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 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

中国社会£ 盾€ 化和中国人民f 强斗争的必÷ 结果。中华民族

是世� 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 5000多年O远流e 的文明历

史，为人H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 . 的þ ñ 。1840年鸦
 战争

以后，Y 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 À . 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n 辱、人民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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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n 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 。英« 的

中国人民u 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Ü Ü抗争、一

Ü Ü求ï ，展t 了不� 强暴、¼强不 的f 强À 志。

从那时起，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

的_ ¤ 。

孙中山é 生是伟大的民族英« 、伟大的ó 国主义者、中国

民主革命的伟大é 驱。孙中山é 生大声„ 呼“ 亟拯斯民于水, ，

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Ê ，提出民

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ô 治纲o ，K é 发出“ 振兴中华”

的呐0 。在孙中山é 生o 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û 人和无数ó

国志士 聚在振兴中华旗Ê 之下，广泛传b 革命思¤ ，积极兴

起进步浪. ，连续发动武ž 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

À 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

民族的思¤ ½ ó ，传b 了民主共和的Ê 念，打开了中国进步.

流的Þ Î ，q 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

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 大的î q 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

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ï 了道路。

孙中山é 生和辛亥革命é 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

t 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 5 的志士们名垂青史！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 ÷ 屹立的里程

Z ！

同志们、朋友们！

历史发展总是’ 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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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½决中国前途命运Ô • 的正

7 道路和o 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î 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c ™境遇，没有完成实t 民族¯ 立、

人民½ ó 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

的中国人民和中国é 进分û 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命

一声o 响，给中国送来了马ì 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

伟大£ 醒，在马ì 思列宁主义同中国“ 人运动的ô 密结合中，

中国共产û 应运而生。中国共产û 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7 立为¼ Ÿ 的初心和使命，z 亮了

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0 塔。

中国共产û 人是孙中山é 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ä 持者、最

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û 在成立之初就提

出反Ë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o ，并同孙中山é 生o 导的中国国

民û 携手合作，Ü助国民û 完成î 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

战线，掀起轰轰‰‰的大革命，给北洋军æ反动统治以沉重打

击。

孙中山é 生逝世后，中国共产û 人继承他的遗ð ，同一切

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t 和发展了孙中山é 生

和辛亥革命é 驱的伟大抱ü 。中国共产û 团结Ô o 中国人民浴

� 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完成了民族¯ 立、人民½ ó 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

进步的历史新纪ä 。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û 团结Ô o 中国人民，¼力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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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Õ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½ ó 思¤ 、

õ À 进取，创造了î 革开ó 和社会主义t 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¼信¼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 程、伟大事业、

伟大_ ¤ ，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成就。

抚今追昔，孙中山é 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ð ，辛亥革命é

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 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_ 寐以求并

为之奋斗的伟大_ ¤   经或正在成为t 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Ç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

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é 生在《建国方+ 》中说：“ 吾心信其可%，则移山

填海之¥ ，终有成功之日”。今天，经过e 期奋斗，实t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 质基	 、

更为主动的‹ 神力量。前景ê 明辽ú ，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

[ 以史为W、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t 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t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d 有o 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

就是中国共产û 。中国共产û o 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是û 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

È 、命运所È 。没有中国共产û ，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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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上，我们必d 坚持和加强û 的全面o 导，æ分发

挥û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o 导核心作用，提高û 科学执ô 、

民主执ô 、依法执ô 水平。[ 弘扬伟大建û ‹ 神，推进û 的建

设新的伟大“ 程，增强¼我净化、¼我完* 、¼我革新、¼我

提高能力，7 保中国共产û u 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

靠的主心骨。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t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Ô • 。中国< 色社会主义是实t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7 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实, 、反映

中国人民À ð 、适应时代发展[ 求，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

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 。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d 坚持和发展中国< 色社会主义不动

摇，继续推进马ì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î 、道不变

的决心，%%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¼ Ÿ 手中。我们[

统E 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 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 战+

± 局，全面深化î 革和扩大开ó ，推进国家治Ê 体È 和治Ê 能

力t 代化，不断  足人民过上美' 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

体人民共同富®。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t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d 依靠中国人民¼ Ÿ 的英勇奋斗。历史发展从来不

是· 平浪静的，而是æ  曲折和艰辛的。正, 毛泽东同志所说

的：“ 我们的é 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

停止过”，“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¼ Ÿ 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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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征程上，我们必d 统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全局和

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T À 识、u 终

居安思危，保持革命‹ 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 z 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 于斗争的À 志品质，坚

决战胜任何有可能" V 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 P 挑战，坚

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t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d 同ñ 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

进道路上一切· P 挑战。孙中山é 生说过：“ [ � 复民族的地位，

便é [ � 复民族的‹ 神。”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

伟大ó 国主义‹ 神，心聚在了一起、� 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

了抵御外来侵+ 、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î 革开

ó 的英« 史诗。统一战线u 终是中国共产û 凝聚人心、汇聚力

量的重[ 法宝。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d 大力弘扬ó 国主义‹ 神，树立高度

的民族¼尊心和民族¼信心，Ý %中华民族共同体À 识，ô ô

依靠全体中华à � 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固和

发展最广泛的ó 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

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à � 万众一心、共� 民族复兴伟业的

生动局面。

——辛亥革命 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t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仅ç [ 安定团结的国内s 境，而且ç [ 和平稳定的

国, s 境。孙中山é 生曾经说过：“ 中国, 果强盛起来，我们不

但是[ � 复民族的地位，还[ 对于世� ü 一个大责任。” 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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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 液中没有侵+ 他人、称O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º

望¼ Ÿ 发展得' ，也º 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d u 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旗Ê ，推动构建人H命运共同体，推动完* 全Ç治Ê 体È ，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¼由的全人H共同价值，

加强同世� 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ô 治，

做世� 和平的建设者、全Ç发展的þ ñ 者、国, 秩序的维护者，

努力为人H作出新的更大þ ñ 。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é 生说过：“‘ 统一’ 是中国全体国民的º 望。能够

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 受害。” 台= Ô • 因民

族弱乱而产生，必将v � 民族复兴而½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

Ó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à � 的共同À 志，正p 孙中

山é 生所说：“ 世� . 流，浩浩5 5 ，c 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和平方式实t 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 同胞在内的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基本方

m，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 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È 和平发展。

两岸同胞都[ 站在历史正7 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的ê 7 伟业。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 、维护统一的ê 7 传统。“ 台¯ ” 分

› 是祖国统一的最大ƒ V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w T 。凡是数典

忘祖、背叛祖国、分› 国家的人，从来没有' 下场，必将遭到

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 Ô • 纯属中国内ô ，不容任何

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 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o 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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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坚强决心、坚定À 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

务一定[ 实t ，也一定能够实t ！

同志们、朋友们！

经过近代以来的e 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了令世� 刮

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ê 明前景。实t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à � 的共同ê 7 ，也是全体中华à � 的

共同使命。孙中山é 生说：“ • ð 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

于¼ Š 之肩上。” 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à � 更加ô 密地团结

起来，发扬孙中山é 生� 辛亥革命é 驱的伟大‹ 神，携手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新华社北京 10月 9日电）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10日 0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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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定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 为黄河

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23

■ [ 科学分析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势，

把握'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Ô • ，咬定

目标、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7 保“ 十四五” 时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ý ，为黄河永远造

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 û 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 以来，我们围绕½决黄河流域存在的£ 盾和Ô • ，开展了大

量“ 作，搭建黄河保护治Ê “ 四: 八柱”，整治生态s 境Ô • ，

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完* 治Ê 体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

同时也[ 看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还存在一

些突出£ 盾和Ô • ，[ 坚持Ô • 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

' 各b “ 作

■沿黄河省区[ � 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

+ 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é 、绿色发展的t 代化道路。第一，

[ 坚持正7 ô 绩œ，准7 把握保护和发展关È 。第二，[ 统E

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高· P � 范和应对能力。第三，[ 提

高战+ 思维能力，把È 统œ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

过程。第四，[ 坚定走绿色低| 发展道路，推动流域经济发展

质量变革、ý K 变革、动力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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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四五” 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

� 时期，[ 抓' 重大任务贯彻� 实，力争尽快› 到新气> 。一

是加快构建抵御¼ ÷ ? 害� 线。二是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定”

原则。三是大力推动生态s 境保护治Ê 。四是加快构建国土空

Ú保护利用新格局。五是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

■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7 保黄河安\ ，是治国Ê ô 的大

事。[ 强化综合性� 洪减? 体È 建设，加强水生态空Ú m控，

提升水旱? 害应急处置能力，7 保黄河沿岸安全

■ û 中央对黄河¨ 区居民迁建、保证群众安居乐业高度重

  。[ 扎实做' 安居富民“ 作，统E 推进搬迁安置、产业就业、

公共设施和社区服务体È 建设，7 保人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发展、可Æ富。[ 发挥' 基层û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把

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½决油气核心ç 求是我们面临的重[ 任务。[ 加大勘探

开发力度，夯实国内产量基	 ，提高¼我保ƒ 能力。[  中资

O ð ì 关� 核心技术，加快清洁高ý 开发利用，提升能O供给

质量、利用ý K 和减| 水平。» 油战线u 终是共和国î 革发展

的一面旗Ê ，[ 继续举' 这面旗Ê ，在7 保国家能O安全、保

ƒ 经济社会发展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本报济南 10月 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Û、中央

军~ 主Û习近平22日下午在山东省济南° 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A 重[ 讲话。他强调，

[ 科学分析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形势，把握'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Ô • ，咬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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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久久为功，7 保“ 十四五” 时期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ý ，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

民族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ô 治局æ~ 、国务I 副总Ê 韩正出Û座谈会并讲

话。

座谈会上，国家发展î 革~ 主任何立峰、甘肃省~ 书记尹

弘、山Y 省~ 书记林武、山东省~ 书记李干杰、¼ ÷ 资O部部

e - 昊、生态s 境部û 组书记孙金‰、水利部部e 李国英é 后

发Ú，介绍“ 作v 况，提出À › 和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

区主[ ü 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Ú。

听取大家发Ú后，习近平发A 了重[ 讲话。他强调，û 中

央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以来，我

们围绕½决黄河流域存在的£ 盾和Ô • ，开展了大量“ 作，搭

建黄河保护治Ê “ 四: 八柱”，整治生态s 境Ô • ，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完* 治Ê 体È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步。同时也[ 看

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还存在一些突出£ 盾

和Ô • ，[ 坚持Ô • 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 各b “ 作。

习近平指出，沿黄河省区[ � 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战+ 部署，坚定不移走生态优é 、绿色发展的t 代化

道路。第一，[ 坚持正7 ô 绩œ，准7 把握保护和发展关È 。

把大保护作为关� 任务，通过打' s 境Ô • 整治、深度节水控

水、生态保护修复ð 坚战，明显î * 流域生态面i 。沿黄河开

发建设必d 守住生态保护这条红线，必d 严守资O < 别是水资

O开发利用上7 ，用强有力的约束提高发展质量ý 益。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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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E 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提高· P � 范和应对能力。高度

重  水安全· P ，大力推动全社会节约用水。[ 高度重  全Ç

气候变化的复杂深刻影响，从安全¬ 度积极应对，全面提高?

害� 控水平，守护人民生命安全。第三，[ 提高战+ 思维能力，

把È 统œ念贯穿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把握' 全局

和局部关È ，增强一盘„ À 识，在重大Ô • 上以全局利益为重。

[ 把握' 当前和e 远的关È ，ó � e 远认真Ü究，ì 服急功近

利、急于求成的思¤ 。第四，[ 坚定走绿色低| 发展道路，推

动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变革、ý K 变革、动力变革。从供ç 两端

入手，� 实' 能耗双控措施，严格控制“ 两高” b 目盲目上马，

抓ô 有序调整能O生产结构，淘汰| 排ó 量大的� 后产能和生

产“ 艺。[ � 力7 保& n 和电力供应稳定，保ƒ ' 经济社会运

%。

习近平强调，“ 十四五” 是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的关� 时期，[ 抓' 重大任务贯彻� 实，力争尽快› 到新

气> 。一是加快构建抵御¼ ÷ ? 害� 线。[ 立足� 大汛、抗大

? ，m对� 汛救? 暴露出的Z 弱s 节，迅速查Î > 缺，> ' ?

害m警监测µ 板，> ' � ? 基	 设施µ 板。[ 加强城° � 洪排

涝体È 建设，加大� ? 减? 设施建设力度，严格保护城° 生态

空Ú、泄洪通道� 。二是全方位贯彻“ 四水四定” 原则。[ 坚

决� 实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走' 水安

全有ý 保ƒ 、水资O高ý 利用、水生态明显î * 的 约节约发

展之路。[ ‹ 打细c 用' 水资O，从严从细m ' 水资O。[ 创

新水权、排污权� 交易措施，用' ÿ 税杠杆，发挥价格机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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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倒逼提升节水ý 果。三是大力推动生态s 境保护治Ê 。上

游产水区重在维护天÷ 生态È 统完整性，一体化保护高原高寒

地区¯ 有生态È 统，有序实%休养生 制度。[ 抓' 上中游水

土流失治Ê 和& ß 化� 治，推进流域综合治Ê 。[ 加强下游河

道和¨ 区s 境综合治Ê ，提高河口三¬ 洲生, 多样性。[ 实施

' s 境污染综合治Ê “ 程。四是加快构建国土空Ú保护利用新

格局。[ 提高对流域重z 生态功能区转移ä 付水平，让这些地

区一心一À 谋保护，适度发展生态< 色产业。农业t 代化发展

[ 向节水[ ý 益，向科技[ ý 益，发展旱作农业，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城° 群和都° 圈[  约高ý 发展，不能盲目扩张。

五是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 坚持创新创造，提高产

业ã 创新ã 协同水平。[ 推进能O革命，稳定能O保供。[ 提

高与沿海、沿e 江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推进新型基	 设施建设，

扩大有ý 投资。

习近平指出，û 中央  经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关� 在于统一思¤ 、坚定信心、步调一

Æ、抓' � 实，[ � 实' 中央统E 、省ü 总责、° 县� 实的“

作机制，各尽其责、主动作为。[ 调动° 场主体、社会力量积

极性。

习近平强调，进入 7月下旬以来，黄河流域部分地方遭受

罕› 洪涝? 害，各有关地方[ 切实做' ? 后� 复重建“ 作，<

别是[ 关心和Ü助那些因? ^ 入困境的群众，保ƒ 人民群众基

本生活，保证生产生活正æ秩序。[ 注À ì 服秋汛影响，采取

有m对性的措施，抓' 秋冬种“ 作。入冬在即，各地[ 早作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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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制定m � ，保ƒ 群众生活用电、供暖，7 保群众温暖过冬。

韩正在讲话中A 示，[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讲

话和指示‹ 神，进一步增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责任Ð使命Ð。[ 坚持Ô • 导向，统E 水安全和水资O优

化利用，保ƒ 生态和生活用水，严控高耗水产能过度扩张。[

从黄河流域生态s 境È 统性和完整性出发，加强上游水O涵养

能力建设、中游水土保持、下游> 地保护和生态治Ê ，分区分

H推进生态s 境保护修复。[ 扎实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建设< 色优势t 代产业体È ，高度重  & n 清洁利用，建设全

国重[ 能O基地。[ %固树立大局À 识，凝聚大保护合力，坚

决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z 任务� 实到位。

为开' 这Ü座谈会，20日Å 21日，习近平在山东省~ 书记

李干杰、代省e 周乃翔Q同下，深入东ù ° 的黄河入海口、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黄河原™• 洪区居民迁建社区� ，实

地了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v 况。

20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黄河入海口，凭栏远� ，察看河道

水v ，详细询Ô径流量、输沙量� 。v 后，习近平走进黄河三

¬ 洲生态监测中心，听取黄河流路变迁、水沙变化和黄河三¬

洲生, 多样性保护� v 况介绍。他强调，我一直很关心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沿线

就都走到了。扎实推进黄河大保护，7 保黄河安\ ，是治国Ê

ô 的大事。[ 强化综合性� 洪减? 体È 建设，加强水生态空Ú

m控，提升水旱? 害应急处置能力，7 保黄河沿岸安全。

习近平听取了黄河三¬ 洲国家级¼ ÷ 保护区v 况汇报，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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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栈道察看黄河三¬ 洲> 地生态s 境。他指出，û 的十八大以

来，各级û ~ 和ô 府贯彻绿色发展Ê 念的¼ £ 性和主动性明显

增强，一体推进山水林田� � 沙保护和治Ê 力度不断加大，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成绩斐÷ 。黄河三¬ 洲¼ ÷ 保护区生态地位十

分重[ ，[ 抓ô 谋划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科学论证、扎实推

进。习近平强调，在实t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 坚

持生态优é 、绿色发展，把生态文明Ê 念发扬ê 大，为社会主

义t 代化建设增ê 增色。

21日上午，习近平来到黄河三¬ 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考察调Ü，走进盐z 地t 代农业试验示范基地，察看大# 、

苜Ô、² 麦、绿肥作, e 势，了½盐z 地生态保护和综合利用、

耐盐z Æ, 育种和推广v 况。习近平强调，开展盐z 地综合利

用对保ƒ 国家{ È 安全、端%中国W` 具有重[ 战+ À 义。[

加强种质资O、耕地保护和利用� 基	 性Ü究，转变育种œ念，

由治Ê 盐z 地适应作, 向选育耐盐z Æ, 适应盐z 地转变，挖

掘盐z 地开发利用� 力，努力在关� 核心技术和重[ 创新o 域

取得突ü ，将科Ü成果加快转化为t 实生产力。

上世纪 70年代，东ù ° 黄河原™• 洪区群众响应国家号召

搬迁Å 沿黄大堤的房台上居住。2013年起，东ù ° 对 66个房台

村进%住房拆迁î 造，建设新社区。习近平来到杨庙社区，走

进便民服务中心、老年人ù 厅、� 编加“ 合作社，详细询Ô社

区加强基层û 建、开展便民服务、促进群众增ë � v 况。在居

民许建峰家，习近平察看卧室、厨房、卫生Ú � ，同一家三代

人围坐交谈。许建峰告诉总书记，他们原来住在沿黄大堤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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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老房û 里，2016年搬进了这里的6 房，生活条件' 了，就

业Î 路多了，打心� 里Ð谢û 的' ô " 。习近平指出，û 中央

对黄河¨ 区居民迁建、保证群众安居乐业高度重  。[ 扎实做

' 安居富民“ 作，统E 推进搬迁安置、产业就业、公共设施和

社区服务体È 建设，7 保人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可Æ富。[ 发挥' 基层û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把社区建设

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离开社区时，干部群众高声向总书

记Ô ' 。习近平祝ð 大家生活幸福、Š 体� 康，孩û 们茁壮成

e 。

21日下午，习近平来到胜利油田勘探开发Ü究I ，了½油

田开发建设历程和Ü究I 总体v 况，走进^ 岩油实验室、二氧

化| 气驱实验室，听取油田坚持¼主创新、加快技术ð 关应用、

保ƒ 国家能O安全� v 况介绍。习近平强调，½决油气核心ç

求是我们面临的重[ 任务。[ 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夯实国内产

量基	 ，提高¼我保ƒ 能力。[  中资O ð ì 关� 核心技术，

加快清洁高ý 开发利用，提升能O供给质量、利用ý K 和减|

水平。他指出，» 油战线u 终是共和国î 革发展的一面旗Ê ，

[ 继续举' 这面旗Ê ，在7 保国家能O安全、保ƒ 经济社会发

展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离开Ü究I ，习近平来到位于东ù ° …Œ= 的胜利油田…

113区块，了½二氧化| 捕 、利用与封存技术Ü发应用v 况。

他登上二层  井平台，察看  井¼动化设备，走进‚ 作室，同

正在作业的“ 人亲切交流。今年是胜利油田发t 60周年。习近

平代A û 中央向为我国能O事业作出þ ñ 的» 油“ 作者们A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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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敬À 。习近平叮× 大家继承和发扬老一辈» 油人的革命‹

神和优良传统，u 终保持» 油人的红色底J 和战斗v 怀，为社

会主义t 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þ ñ 。

习近平æ分肯定û 的十九大以来山东的“ 作，勉励他们努

力在服务和e 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

新力上走在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

前，不断î * 人民生活、促进共同富®，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

t 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丁q 祥、刘鹤、/ º 、何立峰� Q同考察并出Û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Î ü 责同志、有关省区ü 责同志参加座

谈会。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23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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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ô 治局第三十四Ü  体学习时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ž 律 推动我国数字
经济� 康发展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20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c 、人“ 智能、区块ã

� 技术加速创新，日益e 入经济社会发展各o 域全过程，数字

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

正在成为重组全Ç [ í 资O、重塑全Ç经济结构、î 变全Ç竞

争格局的关� 力量。[ 站在统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全局和

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E 国内国, 两个大局、发展

安全两件大事，æ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e 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M生

新产业新业态新Û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

的战+ 选择。一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H资O [ í 快捷流动、各

H ° 场主体加速e 合，Ü助° 场主体重构组织Û式，实t 跨�

发展，打ü 时空7 制，延伸产业ã 条，� 通国内外经济循s 。

二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t 代化经济体È ，数字

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 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

e z ，而且是î 造提升传统产业的ä z ，可以成为构建t 代化

经济体È 的重[ 引ƒ 。三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

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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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和产业变革的é 机，是新一轮国, 竞争重z o 域，我们[

抓住é 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z

■[ 加强关� 核心技术ð 关，8 住¼主创新这个“ � + û ”，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ž Û °

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	 Ü发能力，打' 关� 核心技术ð 坚

战，尽快实t 高水平¼立¼强，把发展数字经济¼主权%%掌

握在¼ Ÿ 手中。[ 加快新型基	 设施建设，加强战+ ± 局，加

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e 合、智能敏捷、绿色低| 、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 基	 设施，打通经济社会发

展的信 “ 大动脉”。[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e 合发展，把

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

� 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全方位、全

ã 条的î 造，提高全[ í 生产K ，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

ó 大、叠加、倍增作用。[ ž 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

和监m ž 范两手抓、两手都[ 5 ，在发展中ž 范、在ž 范中发

展。[ 完* 数字经济治Ê 体È ，� 全法律法ž 和ô " 制度，完

* 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Ê 体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水

平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做'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_ 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Ü判，抓住机遇，赢得主

动

新华社北京 10月 19日电 中共中央ô 治局 10月 18日下午

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 康发展进%第三十四Ü  体学习。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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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c 、人“ 智能、区块ã � 技术加速创新，日益e 入经

济社会发展各o 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

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Ç [ í 资O、

重塑全Ç经济结构、î 变全Ç竞争格局的关� 力量。[ 站在统

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全局和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

统E 国内国, 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æ分发挥海量数

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e 合，

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M生新产业新业态新Û式，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I I 士、南京大学校e 吕建教授就这个Ô • 进%

讲½，提出了“ 作建议。中央ô 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

½，并进%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A 了讲话。他指出，û 的十八大以

来，û 中央高度重  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 和国家

大数据战+ ，拓展网络经济空Ú，ä 持基于互联网的各H创新，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e 合，建设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

国,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 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

, 。< 别是新冠肺O q v 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ä

持抗击新冠肺O q v 、� 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 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机遇的战+ 选择。一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H资O [ í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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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流动、各H ° 场主体加速e 合，Ü助° 场主体重构组织Û式，

实t 跨� 发展，打ü 时空7 制，延伸产业ã 条，� 通国内外经

济循s 。二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t 代化经济体

È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 盖性，不仅是新

的经济增e z ，而且是î 造提升传统产业的ä z ，可以成为构

建t 代化经济体È 的重[ 引ƒ 。三是数字经济� 康发展有利于

推动构� 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

世�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é 机，是新一轮国, 竞争重z o 域，

我们[ 抓住é 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z 。

习近平指出，[ 加强关� 核心技术ð 关，8 住¼主创新这

个“ � + û ”，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超大ž Û ° 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	 Ü发能力，打' 关� 核

心技术ð 坚战，尽快实t 高水平¼立¼强，把发展数字经济¼

主权%%掌握在¼ Ÿ 手中。

习近平强调，[ 加快新型基	 设施建设，加强战+ ± 局，

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e 合、智能敏捷、绿色低

|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 基	 设施，打通经济社

会发展的信 “ 大动脉”。[ 全面推进产业化、ž Û化应用，重

z 突ü 关� 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 软件技术

创新和供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e 合发展，把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

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全方位、全ã

条的î 造，提高全[ í 生产K ，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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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叠加、倍增作用。[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智能同产

业深度e 合，加快培育一批“ 专‹ < 新” 企业和制造业单b 冠

军企业。[ 推进重z o 域数字产业发展，聚ç 战+ 前沿和制高

z o 域，立足重大技术突ü 和重大发展ç 求，增强产业ã 关�

s 节竞争力，完* 重z 产业供应ã 体È ，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习近平强调，[ ž 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m

ž 范两手抓、两手都[ 5 ，在发展中ž 范、在ž 范中发展。[

� 全° 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m制度，

建立全方位、多层Ü、立体化监m体È ，实t 事前事中事后全

ã 条全o 域监m。[ 纠正和ž 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R

V 公平竞争的%为和做法，� 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

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 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 加强税ë 监m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 完* 数字经济治Ê 体È ，� 全法律法ž 和

ô " 制度，完* 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Ê 体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水平。[ 完* 主m部Î 、监m机构职责，分“ 合作、

相互配合。[ î 进提高监m技术和手段，把监m和治Ê 贯穿创

新、生产、经ù 、投资全过程。[ 明7 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

务，建设%业¼律机制。[ 开展社会监+ 、= 体监+ 、公众监

+ ，形成监+ 合力。[ 完* 国家安全制度体È 。[ 加强数字经

济发展的Ê 论Ü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Ô • 提

出对" 建议。[ 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 合作，主动参与国, 组

织数字经济议• 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Ê 合作，维护和完*

多边数字经济治Ê 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 ，发出中国声音。



--2233 --

习近平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 做' 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_ 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Ü判，抓住机

遇，赢得主动。各级o 导干部[ 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

í 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o ，强化安全À 识，推动数字经济

更' 服务和e 入新发展格局。[ 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í 养和技

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	 。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20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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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人大“ 作会议上发A 重[ 讲话强调

坚持和完* 人民代A 大会制度 不断发展全过
程人民民主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15

■人民代A 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v 和实, 、体t 社会主

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ƒ 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 制度，是我们û o 导人民在人H ô 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是在我国ô 治发展史乃Å 世� ô 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À 义的全

新ô 治制度。我们[ 坚持中国< 色社会主义ô 治发展道路，坚

持和完* 人民代A 大会制度，加强和î 进新时代人大“ 作，不

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ô

治局面

■人民代A 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û o 导，坚持马ì 思

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专ô 的国体，有ý 保

证国家沿�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A 大会制度，坚持国家

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7 度保ƒ 人民当家作主，把û 的o 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有ý 保证国家治Ê 跳

出治乱兴I 的历史周期K 。60多年来< 别是î 革开ó 40多年来，

人民代A 大会制度为û o 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

e 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 制度保ƒ

■ û 的十八大以来，û 中央统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全

局和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 û 的o 导、—固中

国<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 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民代A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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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Ê 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È 列新Ê 念新思¤ 新[ 求，强调

必d 坚持中国共产û o 导，必d 坚持用制度体È 保ƒ 人民当家

作主，必d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d 坚持民主 中制，必d 坚

持中国< 色社会主义ô 治发展道路，必d 坚持推进国家治Ê 体

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

■ [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 和尊严。[ 加快完

* 中国<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È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ƒ * 治。

[ 用' 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权，实%正7 监+ 、有ý 监+ 、依

法监+ 。[ æ分发挥人大代A 作用，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 强化ô 治机关À 识，加强人大¼ Š 建设。[ 加强û 对人大“

作的全面o 导

■民主是全人H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û 和中国人民u

终不渝坚持的重[ Ê 念。评价一个国家ô 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

有ý 的，主[ 看国家o 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

依法m Ê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m Ê 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

众能否� 通A 达利益[ 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ý 参与国家ô 治

生活，国家决" 能否实t 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

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o 导和m Ê 体È ，执ô û 能否依) 宪法法

律ž 定实t 对国家事务的o 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ý 制约和

监+

■ û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ô 治发展ž 律的认识，

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Ê 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

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实t 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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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和Ú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À 志相统一，是全ã 条、全方

位、全` 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m用的社会主义民

主。我们[ 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作主具

体地、t 实地体t 到û 治国Ê ô 的ô " 措施上来，具体地、t

实地体t 到û 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 作上来，具体地、

t 实地体t 到实t 人民对美' 生活向往的“ 作上来

本报北京 10月 14日电 （记者徐¤ ）中央人大“ 作会议 10

月 13日Å 14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Û、中

央军~ 主Û习近平出Û会议并发A 重[ 讲话，强调人民代A 大

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v 和实, 、体t 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保ƒ 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制度，是我们

û o 导人民在人H ô 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在我国ô 治发

展史乃Å 世� ô 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À 义的全新ô 治制度。我

们[ 坚持中国< 色社会主义ô 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 人民代

A 大会制度，加强和î 进新时代人大“ 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ô 治局面。

中共中央ô 治局æ~ 李ì 强、汪洋、O沪宁、赵乐, 、韩

正，国家副主Û O岐山出Û会议。中共中央ô 治局æ~ 、全国

人大æ~ 会~ 员e 栗战书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人民代A 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

û o 导，坚持马ì 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则，适应人民民主

专ô 的国体，有ý 保证国家沿�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代A

大会制度，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最大7 度保ƒ 人民当

家作主，把û 的o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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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ý 保证国家治Ê 跳出治乱兴I 的历史周期K 。60多年来< 别

是î 革开ó 40多年来，人民代A 大会制度为û o 导人民创造经

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e 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 制度保ƒ 。

习近平强调，û 的十八大以来，û 中央统E 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 全局和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坚持和完* û 的o

导、—固中国<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战+ 全局出发，继续推进人

民代A 大会制度Ê 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È 列新Ê 念新思¤ 新

[ 求，强调必d 坚持中国共产û o 导，必d 坚持用制度体È 保

ƒ 人民当家作主，必d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d 坚持民主 中

制，必d 坚持中国< 色社会主义ô 治发展道路，必d 坚持推进

国家治Ê 体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度竞

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 方面，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赢得战+

主动的重[ 优势。历史和t 实都A 明，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

强则国家强。我们[ 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 人民代A 大

会制度，加强和î 进新时代人大“ 作。

习近平强调，[ 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 和尊严。

全国人大及其æ~ 会[ 完* 宪法相关法律制度，保证宪法7 立

的制度、原则、ž 则得到全面实施，[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v

况的监+ y 查。地方各级人大及其æ~ 会[ 依法%使职权，保

证宪法法律在本%ô 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¼ £ 维护国家法

治统一。

习近平指出，[ 加快完* 中国<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È ，以

良法促进发展、保ƒ * 治。[ 加强û 对立法“ 作的 中统一o



--2288 --

导，把î 革发展决" 同立法决" 更' 结合起来，统E 推进国内

法治和涉外法治，统E 立î 废释纂，加强重z o 域、新兴o 域、

涉外o 域立法。[ 发挥' 人大及其æ~ 会在立法“ 作中的主导

作用，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习近平强调，[ 用' 宪法赋予人大的监+ 权，实%正7 监

+ 、有ý 监+ 、依法监+ 。各级人大及其æ~ 会[ 聚ç û 中央

重大决" 部署，聚ç 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ð ，推动½决制约经

济社会发展的突出£ 盾和Ô • 。[ 加强对法律法ž 实施v 况的

监+ ，完* 人大监+ 制度。各级“ 一府一~ 两I ” [ 严格执%

人大及其æ~ 会制定的法律法ž 和作出的决议决定，依法报告

“ 作，¼ £ 接受人大监+ 。

习近平指出，[ æ分发挥人大代A 作用，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丰富人大代A 联È 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更'

接地气、察民v 、聚民智、‘ 民生。各级人大æ~ 会[ 加强代

A “ 作能力建设，ä 持和保ƒ 代A 更' 依法履职。人大代A 肩

ü 人民赋予的ê 7 职责，[ 站稳ô 治立场，履%ô 治责任，密

切同人民群众的联È ，展t 新时代人大代A 的· 采。

习近平强调，[ 强化ô 治机关À 识，加强人大¼ Š 建设。

各级人大及其æ~ 会[ 不断提高ô 治判断力、ô 治o P 力、ô

治执%力，全面加强¼ Š 建设，成为¼ £ 坚持中国共产û o 导

的ô 治机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全面担ü 宪

法法律赋予的各b 职责的“ 作机关、u 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È 的代A 机关。

习近平指出，[ 加强û 对人大“ 作的全面o 导。各级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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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人大“ 作摆在重[ 位置，完* û o 导人大“ 作的制度，定

期听取人大æ~ 会û 组“ 作汇报，Ü究½决人大“ 作中的重大

Ô • 。[ ä 持人大及其æ~ 会依法%使职权、开展“ 作，指导

和+ 促“ 一府一~ 两I ” ¼ £ 接受人大监+ 。各级人大æ~ 会

û 组[ 认真执%û 的o 导各b 制度，� 实' 全面从严治û 主体

责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全人H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û 和

中国人民u 终不渝坚持的重[ Ê 念。评价一个国家ô 治制度是

不是民主的、有ý 的，主[ 看国家o 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m Ê 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m Ê 经济和文化

事业，人民群众能否� 通A 达利益[ 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ý

参与国家ô 治生活，国家决" 能否实t 科学化、民主化，各方

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o 导和m Ê 体È ，执ô û 能

否依) 宪法法律ž 定实t 对国家事务的o 导，权力运用能否得

到有ý 制约和监+ 。

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ž Z 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

[ 用来½决人民ç [ ½决的Ô • 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

� 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看人民有没有投票

权，更[ 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 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

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 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t 了多少；[ 看

制度和法律ž 定了什么样的ô 治程序和ô 治ž 则，更[ 看这些

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 看权力运%ž 则和程序

是否民主，更[ 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 和制约。, 果人

民只有在投票时„ 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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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Ú权，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 冷�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习近平强调，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

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 脚来评判。国, 社会哪个国家是

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 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¼以为

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t 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 一律。

用单一的标尺: 量世� 丰富多彩的ô 治制度，用单调的� ê 审

  人H五彩缤纷的ô 治文明，本Š 就是不民主的。

习近平指出，û 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对民主ô 治发展

ž 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Ê 念。我国全过程人

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我国

全过程人民民主实t 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

民主、直接民主和Ú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À 志相统一，是

全ã 条、全方位、全` 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m用

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 继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

民当家作主具体地、t 实地体t 到û 治国Ê ô 的ô " 措施上来，

具体地、t 实地体t 到û 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 作上

来，具体地、t 实地体t 到实t 人民对美' 生活向往的“ 作上

来。

习近平强调，人民代A 大会制度是实t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 制度载体。[ 在û 的o 导下，不断扩大人民有序ô 治

参与，加强人权法治保ƒ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¼由。

[ 保证人民依法%使选举权利，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A ，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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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 v 权、参与权、A 达权、监+ 权� 实到人大“ 作各方

面各s 节全过程，7 保û 和国家在决" 、执%、监+ � 实各个

s 节都能听到来¼人民的声音。[ 完* 人大的民主民À A 达平

台和载体，� 全吸纳民À 、汇 民智的“ 作机制，推进人大协

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v 民À 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之中。

栗战书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讲话‹ 神作了总

结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讲话，从完* 和发展中

国<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Ê 体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的

战+ 高度，明7 提出新时代加强和î 进人大“ 作的指导思¤ 、

重大原则和主[ “ 作，深刻回 新时代发展中国< 色社会主义

民主ô 治、坚持和完* 人民代A 大会制度的一È 列重大Ê 论和

实践Ô • 。讲话丰富和拓展了中国< 色社会主义民主ô 治和人

民代A 大会制度的ô 治内涵、Ê 论内涵、实践内涵，是一“ æ

  马ì 思主义真Ê 力量的纲o 性文ñ 。

栗战书强调，[ 全面、认真贯彻�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讲

话‹ 神，旗Ê ‰明、坚定不移贯彻� 实坚持û 的o 导这一最高

ô 治原则，7 保人大各b “ 作都在û 的o 导下进%；保持ô 治

上的清醒和坚定，u 终坚持中国< 色社会主义ô 治发展道路这

一根本方向；高举人民民主的旗Ê ，发挥' 人民代A 大会制度

作为实t 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制度载体作用；围绕û 和

国家“ 作大局开展人大“ 作，切实做到û 和国家“ 作重心在哪

里，人大“ 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

到哪里；切实做' 人大代A “ 作，使发挥各级人大代A 作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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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 体t 。[ � 力推动人大“ 作高质量发展，

让人民代A 大会制度优势更' 转化为国家治Ê ý 能。[ 全面加

强人大¼ Š 建设，增强“ 四个À 识”、坚定“ 四个¼信”、做到

“ 两个维护”，努力打造让û 中央ó 心、人民群众  À 的ô 治机

关、国家权力机关、“ 作机关、代A 机关。

中共中央ô 治局~ 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æ~ 会

副~ 员e ，国务~ 员，最高人民法I I e ，最高人民y 察I y

察e ，全国ô 协有关o 导同志� 出Û会议。

各省、¼治区、直辖° û ~ 书记和人大æ~ 会ü 责同志，

副省级城° 人大æ~ 会主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Î 、有关人

民团体、中央军~ 机关有关部Î 主[ ü 责同志，全国人大æ~

会和各专Î ~ 员会、æ~ 会“ 作~ 员会有关ü 责同志� 参加会

议。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15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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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Æ信祝贺仰韶文化发t 和中国t 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

强调

发扬严� 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ñ 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 色中国·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

学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18

贺信

值此仰韶文化发t 和中国t 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之, ，

我代A û 中央，向全国考古“ 作者Æ以® ‰的祝贺和诚挚的Ô

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 路² 缕、不懈努力，取得一È 列重

大考古发t ，展t 了中华文明起O、发展脉络、@ƒ 成就和对

世� 文明的重大þ ñ ，为更' 认识O远流e 、博大‹ 深的中华

文明发挥了重[ 作用。

º 望广大考古“ 作者增强历史使命Ð和责任Ð，发扬严�

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ñ 的优良传统，继续探ï 未 、揭示

本O，努力建设中国< 色、中国·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

' 展示中华文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t 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_ 作出新的更大þ ñ ！

习近平

2021年 10月 17日

（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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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在仰韶文化发t 和中国t 代考古

学诞生 100周年之,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Û、中央军~

主Û习近平发来贺信，代A û 中央向全国考古“ 作者Æ以® ‰

的祝贺和诚挚的Ô候。

习近平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 路² 缕、不懈努力，

取得一È 列重大考古发t ，展t 了中华文明起O、发展脉络、

@ƒ 成就和对世� 文明的重大þ ñ ，为更' 认识O远流e 、博

大‹ 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 作用。

习近平º 望广大考古“ 作者增强历史使命Ð和责任Ð，发

扬严� 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ñ 的优良传统，继续探ï 未 、

揭示本O，努力建设中国< 色、中国· 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 展示中华文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t 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_ 作出新的更大þ ñ 。（贺信全文另发）

仰韶文化发t 暨中国t 代考古学诞生 100周年纪念大会 17

日在河南省三Î 峡° 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I 、国家文, 局、

河南省人民ô 府共同主办。1921年 10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

址发掘，揭开了中国t 代考古学的序幕。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18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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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Æ信祝贺人民出� 社成立 100周年强调

赓续红色� 脉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7 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þ ñ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 时Ú：2021-10-27

贺信

值此人民出� 社成立 100周年之, ，我向你们A 示® ‰的

祝贺！向全社干部职“ Æ以诚挚的Ô候！

100年来，人民出� 社出� 了一大批马ì 思主义经典, 作、

û 和国家重[ 文ñ 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推动马ì 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b û 的创新Ê 论、繁7 社会主义文化作

出了重[ þ ñ 。º 望人民出� 社赓续红色� 脉，u 终ô 跟中国

< 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 力传b 马ì 思主义和û 的创新Ê 论；

u 终坚持为人民出' 书Ê 念，� 力展t û 和国家发展历程、丰

富人民群众‹ 神文化生活；u 终坚持高质量发展，� 力深化î

革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7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作出新的更大的þ ñ ！

习近平

2021年 10月 26日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在人民出� 社成立 100周年之,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Û、中央军~ 主Û习近平发来贺信，

A 示® ‰的祝贺，向全社干部职“ Æ以诚挚的Ô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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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00年来，人民出� 社出� 了一大批

马ì 思主义经典, 作、û 和国家重[ 文ñ 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

学, 作，为推动马ì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b û 的创新Ê 论、

繁7 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重[ þ ñ 。

习近平º 望人民出� 社赓续红色� 脉，u 终ô 跟中国< 色

社会主义发展步伐，� 力传b 马ì 思主义和û 的创新Ê 论；u

终坚持为人民出' 书Ê 念，� 力展t û 和国家发展历程、丰富

人民群众‹ 神文化生活；u 终坚持高质量发展，� 力深化î 革

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7 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作出新的更大的þ ñ 。（贺信全文另发）

26日下午，繁7 û 的出� 事业暨人民出� 社成立 100周年

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ô 治局

~ 员、中宣部部e 黄坤明出Û会议并讲话。他说，[ 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指示‹ 神，弘扬ê 7 传统，坚持守正

创新，� %传b 马ì 思主义的坚强� 地，争做讴歌人民、记录

时代的‰亮标杆，构� 涵育人民‹ 神世� 、增强人民‹ 神力量

的文化高地，打造引o %业高质量发展的出� 重- ，搭建中外

文化交流互W的 识� : ，努力创造û 的出� 事业新辉� 。

人民出� 社ü 责人和作者、出� � 代A 发Ú。

人民出� 社成立于 1921年 9月，是中国共产û 创办的第一

家出� 机构。100年来，人民出� 社以出� 马ì 思主义经典, 作、

û 和国家重[ 文ñ 以及哲学社会科学, 作为基本任务，成为ô

治性、Ê 论性和通俗读, 出� 的重[ � 地。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27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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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I 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

2021年 10月 11日 05:46| 来O：人民网－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 10月 1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I 印发了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并发出通 ，[ 求各地区各部Î 结合

实, 认真贯彻� 实。

《国家标准化发展纲[ 》主[ 内容, 下。

标准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ä F ，是国家基	 性制

度的重[ 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治Ê 体È 和治Ê 能力t 代化

中发挥� 基	 性、引o 性作用。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t 代化国家，迫切ç [ 进一步加强标准化“ 作。

为统E 推进标准化发展，制定本纲[ 。

一、总体[ 求

3 一4 指导思¤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色社会主义思¤

为指导，深入贯彻û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 神，按) 统E 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 局和协调推进

“ 四个全面” 战+ ± 局[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

立足新发展� 段、贯彻新发展Ê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化标

准化治Ê 结构，增强标准化治Ê ý 能，提升标准国, 化水平，

加快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È ，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

高水平开ó ，引o 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t 代化强

国、实t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_ 提供有力ä F 。

3 二4 发� µ ¿

到 2025年，实t 标准供给由ô 府主导向ô 府与° 场并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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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标准运用由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转变，标准化

“ 作由国内驱动向国内国, 相互促进转变，标准化发展由数量

ž Û型向质量ý 益型转变。标准化更加有ý 推动国家综合竞争

力提升，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更大作用。

@@全‡ ¿ 准¹ ¯ U 发� \ 农业、“ 业、服务业和社会事

业� o 域标准全` 盖，新兴产业标准地位凸显，� 康、安全、

s 境标准ä F 有力，农业标准化生产普及K 稳步提升，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标准体È 基本建成。

@@¿ 准¹ ð " Ð ó „ ê \ 共性关� 技术和应用H科技计

划b 目形成标准Ü究成果的比K 达到50%以上，ô 府j ± 标准与

° 场¼主制定标准结构更加优化，国家标准平均制定周期缩µ

Å 18个月以内，标准数字化程度不断提高，标准化的经济ý 益、

社会ý 益、质量ý 益、生态ý 益æ分显t 。

@@¿ 准¹ ¯ ó 程U 显, G é \ 标准化国, 合作深入拓展，

互利共赢的国, 标准化合作伙伴关È 更加密切，标准化人员往

来和技术合作日益加强，标准信 更大范围实t 互联共享，我

国标准制定透明度和国, 化s 境持续优化，国家标准与国, 标

准关� 技术指标的一Æ性程度大ó 提升，国, 标准转化K 达到

85%以上。

@@¿ 准¹ 发� ¢ 	 « C % ¡ \ 建成一批国, 一流的综合

性、专业性标准化Ü究机构，若干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50

个以上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形成标准、计量、认证认可、

y 验y 测一体化运%的国家质量基	 设施体È ，标准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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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ç [ 。

到 2035年，结构优化、é 进合Ê 、国, 兼容的标准体È 更

加� 全，具有中国< 色的标准化m Ê 体制更加完* ，° 场驱动、

ô 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开ó e 合的标准化“ 作格局

全面形成。

二、推动标准化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

3 三4 C é 关� 技æ o ‡ ¿ 准Ü A \ 在人“ 智能、量û 信

 、生, 技术� o 域，开展标准化Ü究。在两化e 合、新一代

信 技术、大数据、区块ã 、卫生� 康、新能O、新材料� 应

用前景广ú 的技术o 域，同步部署技术Ü发、标准Ü制与产业

推广，加快新技术产业化步伐。Ü究制定智能船舶、高¦ 、新

能O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和机器人� o 域关� 技术标准，推动

产业变革。适时制定和完* 生, 医学Ü究、分û 育种、无人驾

驶� o 域技术安全相关标准，提升技术o 域安全· P m Ê 水平。

3 ‚ 4以科技创新„ ê ¿ 准ð " \ 建立重大科技b 目与标

准化“ 作联动机制，将标准作为科技计划的重[ 产出，强化标

准核心技术指标Ü究，重z ä 持基	 通用、产业共性、新兴产

业和e 合技术� o 域标准Ü制。及时将é 进适用科技创新成果

e 入标准，提升标准水平。对符合条件的重[ 技术标准按ž 定

给予奖励，€ 发全社会标准化创新活力。

3 五4 � 全科技Â T L ¹ 为¿ 准K ñ 制\ 完* 科技成果

转化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和服务体È ，推进技术经Ê 人、科技成

果评价服务� 标准化“ 作。完* 标准必[ 专利制度，加强标准

制定过程中的 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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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化技术文件制度，拓宽科技成果标准化渠道。将标准

Ü制e 入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缩µ 新技术、新“ 艺、新材料、

新方法标准Ü制周期，加快成果转化应用步伐。

三、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

3 六4 � %产业发� ¢ 	 \ 加强核心基	 Ý 部件（ä 器件）、

é 进基	 “ 艺、关� 基	 材料与产业技术基	 标准建设，加大

基	 通用标准Ü制应用力度。开展数据库� 方面标准ð 关，提

升标准设计水平，制定安全可靠、国, é 进的通用技术标准。

3 七4 \ » 产业优¹ ê 级\ 实施高端ž 备制造标准化强基

“ 程，� 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标准，形成产业

优化升级的标准群，部分o 域关� 标准适度o é 于产业发展平

均水平。完* 扩大内ç 方面的标准，不断提升消费品标准和质

量水平，全面促进消费。推进服务业标准化、品� 化建设，�

全服务业标准，重z 加强È 品冷ã 、t 代, 流、电û 商务、,

品编É 、批发Ý 售、房地产服务� o 域标准化。� 全和推广金

e o 域科技、产品、服务与基	 设施� 标准，有ý � 范化½金

e · P 。加快é 进制造业和t 代服务业e 合发展标准化建设，

推%跨%业跨o 域综合标准化。建立� 全大数据与产业e 合标

准，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3 八4 Ä o 新产f 新业态新Û ¾快ÿ � f 发� \ 实施新

产业标准化o ü “ 程，开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标准化Ü究，

制定一批应用Ô动的新标准，培育发展新业态新Û式。围绕È

品、医] 、应急、交通、水利、能O、金e � o 域智慧化转型

ç 求，加快完* 相关标准。建立数据资O产权、交易流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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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传输和安全保护� 标准ž 范，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标准

化建设，ä F 数字经济发展。� 全依据标准实施科学有ý 监m

机制，� 励社会组织应用标准化手段加强¼律、维护° 场秩序。

3 九4 G é 产业ã ; C ã 稳定性1 产业综合© 争> \ 围

绕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加快关� s 节、关� o 域、关�

产品的技术ð 关和标准Ü制应用，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

关� 技术标准在产业协同、技术协作中的纽Ô和驱动作用，实

施标准化助力重z 产业稳ã “ 程，促进产业ã 上下游标准有ý

- 接，提升产业ã 供应ã t 代化水平。

3 ä 4 L \ 新3 ¢ 	 设施„ 质G ý \ 实施新型基	 设施标

准化专b %动，加快推进通信网络基	 设施、新技术基	 设施、

c 力基	 设施� 信 基	 设施È 列标准Ü制，协同推进e 合基

	 设施标准Ü制，建立“ 业互联网标准，制定ä F 科学Ü究、

技术Ü发、产品Ü制的创新基	 设施标准，促进传统基	 设施

转型升级。

四、完* 绿色发展标准化保ƒ

3 ä 一4 © – � 全| ž • Y | 中1 ¿ 准\ 加快节能标准更

新升级，抓ô 修订一批能耗7 † 、产品设备能ý 强制性国家标

准，提升重z 产品能耗7 † [ 求，扩大能耗7 † 标准` 盖范围，

完* 能O核c 、y 测认证、评估、审计� 配� 标准。加快完*

地区、%业、企业、产品� | 排ó 核查核c 标准。制定重z %

业和产品温室气体排ó 标准，完* 低| 产品标准标识制度。完

* 可再生能O标准，Ü究制定生态| 汇、| 捕 利用与封存标

准。实施| 达峰、| 中和标准化提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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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ä 二4 持续优¹ ä 态È 统© 设1 } 护¿ 准\ 不断完*

生态s 境质量和生态s 境· P m控标准，持续î * 生态s 境质

量。进一步完* 污染� 治标准，� 全污染, 排ó 、监m及� 治

标准，� %污染排ó 控制底线。统E 完* 应对气候变化标准，

制定修订应对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监测评估� 标准。制定山

水林田� � 沙多生态È 统质量与经ù 利用标准，加快Ü究制定

水土流失综合� 治、生态保护修复、生态È 统服务与评价、生

态承载力评估、生态资O评价与监测、生, 多样性保护及生态

ý 益评估与生态产品价值实t � 标准，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

保ƒ 生态安全。

3 ä 三4 \ » ¼ ÷ 资O U 约集约利í \ 构建¼ ÷ 资O统一

调查、登记、评价、评估、监测� È 列标准，Ü究制定土地、

Ç产资O � ¼ ÷ 资O节约 约开发利用标准，推进能O资O绿

色勘查与开发标准化。以¼ ÷ 资O资产清查统计和资产核c 为

重z ，推动¼ ÷ 资O资产m Ê 体È 标准化。制定统一的国土空

Ú ž 划技术标准，完* 资O s 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Ú开发适宜

性评价机制。制定海洋资O开发保护标准，发展海洋经济，服

务- 海统E 。

3 ä ‚ 4 � %绿E ä 产¿ 准¢ 	 \ 建立� 全土壤质量及监

测评价、农业投入品质量、适度ž Û养殖、循s 型生态农业、

农产品È 品安全、监测m警� 绿色农业发展标准。建立� 全清

洁生产标准，不断完* 资O循s 利用、产品绿色设计、绿色包

ž 和绿色供应ã 、产业废弃, 综合利用� 标准。建立� 全绿色

金e 、生态旅游� 绿色发展标准。建立绿色建造标准，完*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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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建� 设计、施“ 、运维、m Ê 标准。建立` 盖各H绿色生活

设施的绿色社区、村庄建设标准。

3 ä 五4 é ¹ 绿E F 费¿ 准Ä o \ 完* 绿色产品标准，建

立绿色产品分H和评价标准，ž 范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标识。

构建节能节水、绿色采购、垃圾分H、制止ù X 浪费、绿色出

%、绿色居住� 绿色生活标准。分H建立绿色公共机构评价标

准，合Ê 制定消耗定† 和垃圾排ó 指标。

五、加快城乡建设和社会建设标准化进程

3 ä 六4 \ » 乡	 振兴¿ 准¹ © 设\ 强化标准引o ，实施

乡村振兴标准化%动。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智慧农业标

准Ü制，加快� 全t 代农业全产业ã 标准，加强数字乡村标准

化建设，建立农业农村标准化服务与推广平台，推进地方< 色

产业标准化。完* 乡村建设及评价标准，以农村s 境监测与评

价、村容村i 提升、农房建设、农村生活垃圾与污水治Ê 、农

村卫生厕所建设î 造、公共基	 设施建设� 为重z ，加快推进

农村人居s 境î * 标准化“ 作。推进度假休Ø、乡村旅游、民

宿经济、传统村� 保护利用� 标准化建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e 合发展。

3 ä 七4 \ K 新3 v - ¹ ¿ 准¹ ©设\ Ü究制定公共资O

配置标准，建立县城建设标准、小城- 公共设施建设标准。Ü

究制定城° 体y 评估标准，� 全城- 人居s 境建设与质量评价

标准。完* 城° 生态修复与功能完* 、城° 信 Û型平台、建

设“ 程� ? 、更新î 造及海绵城° 建设� 标准。推进城° 设计、

城°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与· i 塑造、老旧小区î 造� 标准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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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全0 区和公共设施配建标准。建立智能化城° 基	 设施

建设、运%、m Ê 、服务� È 列标准，制定城° 休Ø慢%È 统

和综合m Ê 服务� 标准，Ü究制定新一代信 技术在城° 基	

设施ž 划建设、城° m Ê 、应急处置� 方面的应用标准。� 全

住房标准，完* 房地产信 数据、, 业服务� 标准。推动智能

建造标准化，完* 建� 信 Û型技术、施“ t 场监控� 标准。

开展城° 标准化%动，� 全智慧城° 标准，推进城° 可持续发

展。

3 ä 八4 \ K % ô m理1 社会x 理¿ 准¹ © 设\ 探ï 开

展%ô m Ê 标准建设和应用试z ，重z 推进%ô 审批、ô 务服

务、ô 务公开、ÿ ô ä 出、智慧监m、法庭科学、审判执%、

法律服务、公共资O交易� 标准制定与推广，加快数字社会、

数字ô 府、ù 商s 境标准化建设，完* ° 场[ í 交易标准，促

进高标准° 场体È 建设。强化信用信 采 与使用、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 保护、网络安全保ƒ 体È 和能力建设� o 域标准的

制定实施。围绕乡村治Ê 、综治中心、网格化m Ê ，开展社会

治Ê 标准化%动，推动社会治Ê 标准化创新。

3 ä 九4 C é 公共安全¿ 准¹ “ 作\ 坚持人民Å 上、生命

Å 上，实施公共安全标准化� 底“ 程，完* 社会治安、刑事执

法、反� 处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应急m Ê 、� ? 减? 救

? 标准，织密� %È 品、C品、农C、{ È 能O、水资O、生

, 、, 资I 备、产品质量、< 种设备、劳动� 护、消� 、Ç山、

建� 、网络� o 域安全标准网，提升洪涝干旱、§ 林� 原, ? 、

地质? 害、地î � ¼ ÷ ? 害� 御“ 程标准，加强重大“ 程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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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基	 设施的数据共享标准建设，提高保ƒ 人民群众生命ÿ 产

安全水平。加快推进重大q v � 控救治、国家应急救援� o 域

标准建设，抓ô 完* 国家重大安全· P 应急保ƒ 标准。构建多

部Î 多区域多È 统快速联动、统一高ý 的公共安全标准化协同

机制，推进重大标准制定实施。

3 二ä 4 \ » ¢ ã 公共Ä D ¿ 准¹ ©设\ 围绕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 方面，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È 建设“ 程，重z � 全

和推广全国统一的社会保P 经办服务、劳动用“ 指导和就业创

业服务、社会“ 作、养老服务、à 童福利、残„ 人服务、社会

救助、殡A 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教育、公共文化体育、住房保ƒ

� o 域技术标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及全体人民。

3 二ä 一4 „ ê } 障ä ø f 质K ¿ 准ð " \ 围绕普及�

康生活、优化� 康服务、倡导� 康X È 、完* � 康保ƒ 、建设

� 康s 境、发展� 康产业� 方面，建立广` 盖、全方位的� 康

标准。制定公共体育设施、全民� Š 、训练竞赛、� Š 指导、

线上和智能赛事� 标准，建立科学完备、Î H @全的体育标准。

开展养老和家ô 服务标准化专b %动，完* 职业教育、智慧社

区、社区服务� 标准，加强ù * o 域标准化建设。加快广b 电

  和网络  听内容e 合生产、网络智慧传b 、终端智能接ë 、

安全智慧保ƒ � 标准化建设，建立全= 体传b 标准。提高文化

旅游产品与服务、消费保ƒ 、公园建设、景区m Ê � 标准化水

平。

六、提升标准化对外开ó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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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ä 二4 ¯ ¹ ¿ 准¹ 交þ 合作\ 履%国, 标准组织成员

国责任义务，积极参与国, 标准化活动。积极推进与共建“ 一

Ô一路” 国家在标准o 域的对接合作，加强金Þ 国家、亚太经

合组织� 标准化对话，深化东北亚、亚太、泛美、â 洲、非洲

� 区域标准化合作，推进标准信 共享与服务，发展互利共赢

的标准化合作伙伴关È 。联合国, 标准组织成员，推动气候变

化、可持续城° 和社区、清洁X 水与卫生设施、动Æ, 卫生、

绿色金e 、数字o 域� 国, 标准制定，分享我国标准化经验，

积极参与民生福祉、性别平� 、优质教育� 国, 标准化活动，

助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t 。ä 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利用标

准化实t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3 二ä 三4 é ¹ 贸易_ 利¹ ¿ 准ä F \ 持续开展重z o 域

标准比对分析，积极采用国, 标准，大力推进中外标准互认，

提高我国标准与国, 标准的一Æ性程度。推出中国标准多语种

� 本，加快大宗贸易商品、对外承包“ 程� 中国标准外文� 编

译。Ü究制定服务贸易标准，完* 数字金e 、国, 贸易单一窗

口� 标准。促进内外贸质量标准、y 验y q 、认证认可� 相-

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创新标准化“ 作机制，ä F 构建面向

全Ç的高标准¼由贸易区网络。

3 二ä ‚ 4 \ K ¤ 内¤ 际¿ 准¹ ò 同发� \ 统E 推进标

准化与科技、产业、金e 对外交流合作，促进ô " 、ž 则、标

准联通。建立ô 府引导、企业主体、产学Ü联动的国, 标准化

“ 作机制。实施标准国, 化跃升“ 程，推进中国标准与国, 标

准体È 兼容。推动标准制度型开ó ，保ƒ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参

与标准制定。ä 持企业、社会团体、科Ü机构� 积极参与各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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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性专业标准组织。ä 持国, 性专业标准组织来华� 驻。

七、推动标准化î 革创新

3 二ä 五4 优¹ ¿ 准; 给结< \ æ分释ó ° 场主体标准化

活力，优化ô 府j ± 标准与° 场¼主制定标准二ä 结构，大ó

提升° 场¼主制定标准的比重。大力发展团体标准，实施团体

标准培优计划，推进团体标准应用示范，æ分发挥技术优势企

业作用，引导社会团体制定原创性、高质量标准。加快建设协

调统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保ƒ 人Š � 康和生命ÿ 产安全、

生态s 境安全的底线。同步推进推$ 性国家标准、%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î 革，强化推$ 性标准的协调配� ，� 止地方保护和

%业垄断。建立� 全ô 府j ± 标准采信° 场¼主制定标准的机

制。

3 二ä 六4 ¯ ¹ ¿ 准¹ ° % ñ 制创新\ 建立标准创新型企

业制度和标准e 资增信制度，� 励企业构建技术、专利、标准

联动创新体È ，ä 持o 军企业联合科Ü机构、中小企业� 建立

标准合作机制，实施企业标准o 跑者制度。建立国家统E 的区

域标准化“ 作机制，将区域发展标准ç 求纳入国家标准体È 建

设，实t 区域内标准发展ž 划、技术ž 则相互协同，服务国家

重大区域战+ 实施。持续优化标准制定流程和平台、“ 具，�

全企业、消费者� 相关方参与标准制定修订的机制，加快标准

升级迭代，提高标准质量水平。

3 二ä 七4 c » ¿ 准与¤ 家质± ¢ 	 设施e 合发� \ 以

标准为8 引，统E ± 局国家质量基	 设施资O，推进国家质量

基	 设施统一建设、统一m Ê ，� 全国家质量基	 设施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强化标准在计量量û 化、y 验y 测智能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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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场化、认可全Ç化中的作用，通过人“ 智能、大数据、区

块ã � 新一代信 技术的综合应用，完* 质量治Ê ，促进质量

提升。强化国家质量基	 设施全ã 条技术方� 提供，运用标准

化手段推动国家质量基	 设施 成服务与产业价值ã 深度e 合。

3 二ä 八4 é ¹ ¿ 准实施C í \ 建立法ž 引用标准制度、

ô " 实施配� 标准制度，在法ž 和ô " 文件制定时积极应用标

准。完* 认证认可、y 验y 测、ô 府采购、招投标� 活动中应

用é 进标准机制，推进以标准为依据开展宏œ调控、产业推进、

%业m Ê 、° 场准入和质量监m。� 全基于标准或标准条ù 订

立、履%合同的机制。建立标准� 权制度、呈缴制度和° 场¼

主制定标准交易制度，加大标准� 权保护力度。按) 国家有关

ž 定，开展标准化试z 示范“ 作，完* 对标达标“ 作机制，推

动企业提升执%标准能力，L 准国, é 进标准提高水平。

3 二ä 九4 C é ¿ 准制定1 实施K ˜ + \ � 全` 盖ô 府

j ± 标准制定实施全过程的追n 、监+ 和纠þ 机制，实t 标准

Ü制、实施和信 反r Ó s m Ê 。开展标准质量和标准实施第

三方评估，加强标准复审和维护更新。� 全团体标准化良' %

为评价机制。强化%业¼律和社会监+ ，发挥° 场对团体标准

的优胜劣汰作用。有ý 实施企业标准¼我声明公开和监+ 制度，

将企业产品和服务符合标准v 况纳入社会信用体È 建设。建立

标准实施举报、投诉机制，� 励社会公众对标准实施v 况进%

监+ 。

八、夯实标准化发展基	

3 三ä 4 „ ê ¿ 准¹ 技æ ä F ð " \ 加强标准化Ê 论和应

用Ü究，构建以国家级综合标准化Ü究机构为‰头，%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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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地方标准化Ü究机构为骨干的标准化科技体È 。发挥优势

企业在标准化科技体È 中的作用。完* 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体

È ，� 全跨o 域“ 作机制，提升开ó 性和透明度。建设若干国

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国家标准验证z 和国家产品质量y 验y

测中心。有ý 整合标准技术、y 测认证、 识产权、标准样品

� 资O，推进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建设。建设国家数字标准

p 和全国统一协调、分“ ü 责的标准化公共服务平台。发展机

器可读标准、开O标准，推动标准化“ 作向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

3 三ä 一4 Ð > 发� ¿ 准¹ Ä D 业\ 完* 促进标准、计量、

认证认可、y 验y 测� 标准化相关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ô " 措

施，培育壮大标准化服务业° 场主体，� 励有条件地区探ï 建

立标准化服务业产业 聚区，� 全标准化服务评价机制和标准

化服务业统计分析报告制度。� 励标准化服务机构面向中小微

企业实, ç 求，整合上下游资O，提供标准化整体½决方� 。

大力发展新型标准化服务“ 具和Û式，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

3 三ä 二4 C é ¿ 准¹ 人ÿ 队伍©设\ 将标准化纳入普通

高� 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开展专业与标准化教育e 合

试z 。构建多层Ü从业人员培养培训体È ，开展标准化专业人

才培养培训和国家质量基	 设施综合教育。建立� 全标准化o

域人才的职业能力评价和€ 励机制。造就一ä a 练掌握国, ž

则、‹ 通专业技术的职业化人才� 伍。提升科Ü人员标准化能

力，æ分发挥标准化专家在国家科技决" 咨询中的作用，建设

国家标准化高端智库。加强基层标准化m Ê 人员� 伍建设，ä

持Y 部地区标准化专业人才� 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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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ä 三4 ù � ¿ 准¹ B 好社会环, \ æ分利用世� 标准

日� 主• 活动，宣传标准化作用，普及标准化Ê 念、 识和方

法，提升全社会标准化À 识，推动标准化成为ô 府m Ê 、社会

治Ê 、法人治Ê 的重[ “ 具。æ分发挥标准化社会团体的� :

和纽Ô作用，全方位、多渠道开展标准化宣传，讲' 标准化ú

事。大力培育发展标准化文化。

九、组织实施

3 三ä ‚ 4 C é 组织o 导\ 坚持û 对标准化“ 作的全面o

导。进一步完* 国务I 标准化协调推进部, 联Û会议制度，�

全统一、权« 、高ý 的m Ê 体制和“ 作机制，强化部Î 协同、

上下联动。各省（¼治区、直辖° ）[ 建立� 全标准化“ 作协

调推进o 导机制，将标准化“ 作纳入ô 府绩ý 评价和ô 绩考核。

各地区各有关部Î [ 将本纲[ 主[ 任务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ž 划有ý - 接、同步推进，7 保各b 任务� 到实处。

3 三ä 五4 完* / 套ô " \ 各地区各有关部Î [ 强化金e 、

信用、人才� ô " ä 持，促进科技、产业、贸易� ô " 协同。

按) 有关ž 定开展A 彰奖励。发挥ÿ ô 资金引导作用，积极引

导社会资本投入标准化“ 作。完* 标准化统计调查制度，开展

标准化发展评价，将相关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建立本纲[ 实施评估机制，把相关结果作为î 进标准化“ 作的

重[ 依据。重大事b 及时向û 中央、国务I 请示报告。

《 人民日报 》（ 2021年 10月 11日 0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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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I 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动t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À › 》

2021-10-1219:09来O：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 10月 12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I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t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À › 》，并

发出通 ，[ 求各地区各部Î 结合实, 认真贯彻� 实。

《关于推动t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À › 》主[ 内容,

下。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È 和人力资O开发的重[ 组成部分，

肩ü � 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职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t 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

途广ú 、大有可为。为贯彻� 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 神，推动

t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t 提出, 下À › 。

一、总体[ 求

3 一4 指导思¤ \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色社会主义思¤

为指导，深入贯彻û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 神，坚持û 的o 导，坚持正7 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优化H型定位，深入推进育人方式、办学Û式、m Ê 体制、

保ƒ 机制î 革，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构建t 代职业

教育体È ，建设技能型社会，弘扬“ 匠‹ 神，培养更多高í 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 • 匠、大国“ 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t

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ä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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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4 “ 作[ þ \ 坚持立德树人、德技并修，推动思¤ ô

治教育与技术技能培养e 合统一；坚持产教e 合、校企合作，

推动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 的发展格局；坚持面向

° 场、促进就业，推动学校± 局、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与° 场

ç 求相对接；坚持面向实践、强化能力，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

之e 实t 人生价值；坚持面向人人、因材施教，ù 造人人努力

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 s 境。

3 三4 主[ µ ¿

到 2025年，职业教育H型< 色更加‰明，t 代职业教育体

È 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建设全面推进。办学格局更加优化，

办学条件大ó î * ，职业本科教育招生ž Û不低于高� 职业教

育招生ž Û的 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显, 提高。

到 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 前列，技能型社会

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ó 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

经济社会发展ç 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t 代化国家

中的作用显, 增强。

二、强化职业教育H型< 色

3 ‚ 4 —¡ � 业教ƒ H 3 定位\ 因地制宜、统E 推进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加快建立“ 职教高考” 制度，完*

“ 文化í 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办法，加强省级统E ，7 保公

平公正。加强职业教育Ê 论Ü究，及时总结中国< 色职业教育

办学ž 律和制度Û式。

3 五4 \ » 不同层Ü � 业教ƒ 纵向贯ú \ 大力提升中�

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优化± 局结构，实施中� 职业学校办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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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达标“ 程，采取合并、合作、托m、 团办学� 措施，建设

一批优秀中� 职业学校和优质专业，注重为高� 职业教育输送

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	 和合格文化基	 的生O。ä 持有条件的

中� 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ç [ 试办社区学I 。推进

高�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实施' “ 双高计划”， 中力量建设一

批高水平高� 职业学校和专业。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高标

准建设职业本科学校和专业，保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不变、培

养Û式不变、< 色发展不变。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

È ，推动各层Ü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È 、培

养方� - 接，ä 持在培养周期e 、技能[ 求高的专业o 域实施

e 学制培养。� 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 专

业大Æ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

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

3 六4 c » 不同H 3 教ƒ ä 向e ú \ 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

与职业教育渗透e 通，在普通中小学实施职业启n 教育，培养

掌握技能的兴趣ó ' 和职业生涯ž 划的À 识能力。探ï 发展以

专b 技能培养为主的< 色综合高中。推动中� 职业学校与普通

高中、高� 职业学校与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励

职业学校开展> 贴性培训和° 场化社会培训。制定国家资历框

架，建设职业教育国家学分Û %，实t 各H学习成果的认证、

积ü 和转换，加快构建服务全民终Š 学习的教育体È 。

三、完* 产教e 合办学体制

3 七4 优¹ � 业教ƒ ; 给结< \ 围绕国家重大战+ ，ô 密

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优é 发展é 进制造、新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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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t 代农业、t 代信 技术、生, 技术、人“ 智能� 产

业ç [ 的一批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Ê 、康养、家ô �

一批人才ô 缺的专业，î 造升级‡ ¦ 冶金、化“ 医C、建� “

程、轻纺制造� 一批传统专业，Y 并淘汰供给过剩、就业K 低、

职业岗位消失的专业，� 励学校开设更多ô 缺的、符合° 场ç

求的专业，形成ô 密对接产业ã 、创新ã 的专业体È 。优化区

域资O配置，推进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持续深化

职业教育东Y 部协作。启动实施技能型社会职业教育体È 建设

地方试z 。ä 持办' 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强化校地合作、育

训结合，加快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励更多农民、返乡农民“

接受职业教育。ä 持%业企业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推

%终Š 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在岗继续教育制度。

3 八4 � 全Ã ä A 学ô 局\ 构建ô 府统E m Ê 、%业企业

积极举办、社会力量深度参与的多ä 办学格局。� 全国有资产

评估、产权流转、权益分配、干部人事m Ê � 制度。� 励上°

公司、%业‰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 励各H企业依法参与举

办职业教育。� 励职业学校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职业教育基	

设施、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公共实训基地。

3 九4 ò 同\ » 产教¯ U e 合\ 各级ô 府[ 统E 职业教育

和人力资O开发的ž Û、结构和层Ü，将产教e 合列入经济社

会发展ž 划。以城° 为节z 、%业为ä z 、企业为重z ，建设

一批产教e 合试z 城° ，打造一批引o 产教e 合的标杆%业，

培育一批%业o é 的产教e 合型企业。积极培育° 场导向、供

ç 匹配、服务‹ 准、运作ž 范的产教e 合服务组织。分级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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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发± 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业人才就业y 况和ç 求m

测报告。

四、创新校企合作办学机制

3 ä 4丰富� 业学Ù A 学形态\ 职业学校[ 积极与优质企

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专业化技

术转移机构和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Ú，服务

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Ü发。推动职业学校在企业设

立实习实训基地、企业在职业学校建设培养培训基地。推动校

企共建共m产业学I 、企业学I ，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Ú。

3 ä 一4拓� Ù 企合作形¾内容\ 职业学校[ 主动吸纳%

业‰头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专业ž 划、课程设置、教材开发、

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合作共建新专业、开发新课程、开展订

单培养。� 励%业‰头企业主导建立全国性、%业性职教 团，

推进实体化运作。探ï 中国< 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ä 持企业接ë 学生实习实训，引导企业按岗位总量的一定

比例设立学徒岗位。严禁向学生违ž ë 取实习实训费用。

3 ä 二4优¹ Ù 企合作ô " 环, \ 各地[ 把促进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产业发展ž 划、产业€ 励ô

" 、乡村振兴ž 划制定的重[ 内容，对产教e 合型企业给予“ 金

e +ÿ ô +土地+信用” 组合式€ 励，按ž 定� 实相关税费ô " 。

“ 业和信 化部Î [ 把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v 况，作为各H示

范企业评选的重[ 参考。教育、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Î [ 把校

企合作成ý 作为评价职业学校办学质量的重[ 内容。国有资产

监+ m Ê 机构[ ä 持企业参与和举办职业教育。� 励金e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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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依ž 为校企合作提供相关信贷和e 资ä 持。积极探ï 职业

学校实习生参加“ 伤保P 办法。加快发展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

训责任保P 和人Š À 外伤害保P ，� 励保P 公司对t 代学徒制、

企业新型学徒制保P 专Î 7 定费K 。职业学校通过校企合作、

技术服务、社会培训、¼办企业� 所得ë 入，可按一定比例作

为绩ý “ 资来O。

五、深化教育教学î 革

3 ä 三4 é ¹ 双¶ 3 教¶ 队伍© 设\ 加强¶ 德¶ · 建设，

全面提升教¶ í 养。完* 职业教育教¶ 资格认定制度，在国家

教¶ 资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 求。制定双¶ 型教¶ 标

准，完* 教¶ 招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ý 考核标准。按)

职业学校生¶ 比例和结构[ 求配@专业教¶ 。加强职业技术¶

范学校建设。ä 持高水平学校和大中型企业共建双¶ 型教¶ 培

养培训基地，� 实教¶ 定期到企业实践的ž 定，ä 持企业技术

骨干到学校从教，推进固定岗与流动岗相结合、校企互聘兼职

的教¶ � 伍建设î 革。继续实施职业I 校教¶ í 质提高计划。

3 ä ‚ 4创新教学Û ¾与方’ \ 提高思¤ ô 治Ê 论课质量

和实ý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色社会主义思¤ 进教材、进

课堂、进头脑。举办职业学校思¤ ô 治教育课程教¶ 教学能力

比赛。普遍开展b 目教学、v 境教学、Û块化教学，推动t 代

信 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e 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全面实施

弹性学习和学分制m Ê ，ä 持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创新创

业、竞赛活动。办' 全国职业I 校技能大赛。

3 ä 五4 î » 教学内容与教� \ 完* “ 岗课赛证” 综合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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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制，按) 生产实, 和岗位ç 求设计开发课程，开发Û块化、

È 统化的实训课程体È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深入实施职业技

能� 级证书制度，完* 认证m Ê 办法，加强事中事后监m。及

时更新教学标准，将新技术、新“ 艺、新ž 范、典型生产� 例

及时纳入教学内容。把职业技能� 级证书所体t 的é 进标准e

入人才培养方� 。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分层ž 划，完* 职

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核、选用、使用、更新、评价监m机制。

引导地方、%业和学校按ž 定建设地方< 色教材、%业适用教

材、校本专业教材。

3 ä 六4 完* 质± } 证体È \ 建立� 全教¶ 、课程、教材、

教学、实习实训、信 化、安全�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 励地

方结合实, 出台更高[ 求的地方标准，ä 持%业组织、‰头企

业参与制定标准。推进职业学校教学“ 作诊断与î 进制度建设。

完* 职业教育+ 导评估办法，加强对地方ô 府履%职业教育职

责+ 导，做' 中� 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和高� 职业学校适应

社会ç 求能力评估。� 全国家、省、学校质量年报制度，定期

组织质量年报的审查抽查，提高编制水平，加大公开力度。强

化评价结果运用，将其作为批复学校设置、核定招生计划、安

排重大b 目的重[ 参考。

六、打造中国< 色职业教育品�

3 ä 七4 „ ê 中¿ 合作A 学ð " \ 办' 一批示范性中外合

作办学机构和b 目。加强与国, 高水平职业教育机构和组织合

作，开展学术Ü究、标准Ü制、人员交流。在“ � 学中国” b

目、中国ô 府奖学金b 目中设置职业教育H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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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ä 八4拓� 中¿ 合作交þ " 台\ 全方位践%世� 技能组

织 2025战+ ，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 和地区组织的合

作。� 励开ó 大学建设海外学习中心，推进职业教育涉外%业

组织建设，实施职业学校教¶ 教学创新团� 、高技能o 军人才

和产业ô 缺人才境外培训计划。积极承办国, 职业教育大会，

办' 办实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形成一批教育交流、技能交

流和人文交流的品� 。

3 ä 九4 \ K � 业教ƒ 走出去\ 探ï “ 中文+职业技能”

的国, 化发展Û式。服务国, 产能合作，推动职业学校跟v 中

国企业走出去。完* “ n ± “ 坊” 建设标准，拓展办学内涵。

提高职业教育在出国� 学基金� b 目中的占比。积极打造一批

高水平国, 化的职业学校，推出一批具有国, 影响力的专业标

准、课程标准、教学资O。各地[ 把职业教育纳入对外合作ž

划，作为友' 城° （省Œ）建设的重[ 内容。

七、组织实施

3 二ä 4 C é 组织o 导\ 各级û ~ 和ô 府[ 把推动t 代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 ä 持和Ü助职业

教育发展。职业教育“ 作部Î 联Û会议[ æ分发挥作用，教育

%ô 部Î [ 认真� 实对职业教育“ 作统E ž 划、综合协调、宏

œm Ê 职责。国家将职业教育“ 作纳入省级ô 府履%教育职责

+ 导评价，各省将职业教育“ 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考核。

选优配强职业学校主[ ü 责人，建设高í 质专业化职业教育干

部� 伍。� 实职业学校在内设机构、岗位设置、用人计划、教

¶ 招聘、职称评聘� 方面的¼主权。加强职业学校û 建“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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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À 识形态“ 作责任制，开展新时代职业学校û 组织示范创

建和质量创优“ 作，把û 的o 导� 实到办学治校、立德树人全

过程。

3 二ä 一4 é ¹ 制U } 障\ 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地方结

合实, 制定修订有关地方性法ž 。� 全ô 府投入为主、多渠道

E  职业教育经费的体制。优化ä 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向职

业教育倾斜。严禁以学费、社会服务ë 入冲抵生均拨ù ，探ï

建立基于专业大H的职业教育œ异化生均拨ù 制度。

3 二ä 二4 优¹ 发� 环, \ 加强正面宣传，挖掘宣传基层

和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e 成才的典型事迹，弘扬劳动ê 7 、技

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尚。打通职业学校毕业生在就业、

� 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 方面的通道，与普通学校

毕业生享受同� 待遇。对在职业教育“ 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和

个人、在职业教育o 域作出突出þ ñ 的技术技能人才，按) 国

家有关ž 定予以A 彰奖励。各地将符合条件的高水平技术技能

人才纳入高层Ü人才计划，探ï 从优秀产业“ 人和农业农村人

才中培养选拔干部机制，加大技术技能人才€ 酬€ 励力度，提

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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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I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ä 持大学生创新创
业的指导À ›

国办发〔2021〕35号

各省、¼治区、直辖° 人民ô 府，国务I 各部~ 、各直属

机构：

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的重[ ä F ，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ä 持大学

生创新创业具有重[ À 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Š 创

新创业实践，但也面临e 资¥ 、经验少、服务不到位� Ô • 。

为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增强创新活力，进一步ä 持大学

生创新创业，经国务I 同À ，t 提出以下À › 。

一、总体[ 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色社会主义思¤ 为指导，深入贯彻

� 实û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神，

全面贯彻û 的教育方m，�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新发展

� 段、贯彻新发展Ê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创新引o 创业、

创业Ô动就业，ä 持在校大学生提升创新创业能力，ä 持高校

毕业生创业就业，提升人力资O í 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实t 大学生更加æ分更高质量就业。

二、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3 一4 将创新创业教ƒ 贯J 人ÿ ¡ 养全§ 程\ 深化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î 革，� 全课堂教学、¼主学习、结合实践、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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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Ü扶、文化引o e 为一体的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È ，增强大

学生的创新‹ 神、创业À 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建立以创新创业

为导向的新型人才培养Û式，� 全校校、校企、校地、校所协

同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机制，打造一批创新创业教育< 色示范

课程。（教育部8 头，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 按职责分“ ü 责）

3 二4 „ ê 教¶ 创新创业教ƒ 教学Î > \ 强化高校教¶

创新创业教育教学能力和í 养培训，î 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

推动教¶ 把国, 前沿学术发展、最新Ü究成果和实践经验e 入

课堂教学。完* 高校双创指导教¶ 到%业企业挂职! } 的保ƒ

€ 励ô " 。实施高校双创校外导¶ 专b 人才计划，探ï 实施驻

校企业家制度，吸引更多各%各业优秀人才担任双创导¶ 。ä

持建设一批双创导¶ 培训基地，定期开展培训。（教育部8 头，

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 按职责分“ ü 责）

3 三4 C é Ð 学ä 创新创业¡ 训\ 打造一批高校创新创业

培训活动品� ，创新培训Û式，面向大学生开展高质量、有m

对性的创新创业培训，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组织双创导

¶ 深入校园举办创业大讲堂，进%创业ô " ½读、经验分享、

实践指导� 。ä 持各H创新创业大赛对大学生创业者给予倾斜。

（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教育部� 按职责分“ ü 责）

三、优化大学生创新创业s 境

3 ‚ 4降低Ð 学ä 创新创业Î • \ 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

能力，为大学生创业提供高ý 便捷的登记服务。推动众创空Ú、

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全ã 条发展，� 励各H孵化器面向大

学生创新创业团� 开ó 一定比例的î 费孵化空Ú，并将开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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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纳入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考核评价，4 低大学生创新创业

团� 入驻条件。ô 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器� 创业载体应安排30%”

右的场地，î 费提供给高校毕业生。有条件的地方可对高校毕

业生到孵化器创业给予租金> 贴。（科技部、教育部、° 场监m

总局� 和地方各级人民ô 府按职责分“ ü 责）

3 五4 _ 利¹ Ä D Ð 学ä 创新创业\ 完* 科技创新资O开

ó 共享平台，强化对大学生的技术创新服务。各地区、各高校

和科Ü I 所的实验室以及科Ü仪器、设施� 科技创新资O可以

面向大学生开ó 共享，提供低价、优质的专业服务，ä 持大学

生创新创业。ä 持%业企业面向大学生发± 企业ç 求清单，引

导大学生‹ 准创新创业。� 励国有大中型企业面向高校和大学

生发± 技术创新ç 求，开展“ 揭V 挂³ ”。（科技部、发展î 革

~ 、教育部、国资~ � 按职责分“ ü 责）

3 六4 � 实Ð 学ä 创新创业} 障ô " \ � 实大学生创业Ü

扶ô " ，加大对创业失败大学生的扶持力度，按ž 定提供就业

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救助。加强ô 府ä 持引导，发挥° 场主

渠道作用，� 励有条件的地方探ï 建立大学生创业· P 救助机

制，可采取创业· P > 贴、商业P 保费> 助� 方式予以ä 持，

积极Ü究更加‹ 准、有ý 的Ü扶措施，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

广。毕业后创业的大学生可按ž 定缴纳“ 五P 一金”，减少大学

生创业的后g 之忧。（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教育部、ÿ ô 部、

民ô 部、医保局� 和地方各级人民ô 府按职责分“ ü 责）

四、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3 七4 © é Ã Ù 创新创业实践" 台\ æ分发挥大学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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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园、大学生创客空Ú � 校内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作用，

面向在校大学生î 费开ó ，开展专业化孵化服务。结合学校学

科专业< 色优势，联合有关%业企业建设一批校外大学生双创

实践教学基地，深入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教育部、

科技部、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 按职责分“ ü 责）

3 八4 „ ê Ð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Ö ¢ × Ô K 作í \ 加强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深入实施创业就业“ 校企%” 专b %动，

推动企业示范基地和高校示范基地结对共建、建立稳定合作关

È 。指导高校示范基地所在城° 主动ž 划和± 局高校周边产业，

积极承接大学生创新成果和人才� [ í ，打造“ 城校共生” 的

创新创业生态。推动中央企业、科Ü I 所和相关公共服务机构

利用¼ Š 技术、人才、场地、资本� 优势，为大学生建设 Ü

发、孵化、投资� 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培育中心、互联网双创平

台、孵化器和科技产业园区。（发展î 革~ 、教育部、科技部、

国资~ � 按职责分“ ü 责）

五、推动� 实大学生创新创业ÿ 税扶持ô "

3 九4 继续C Ð 对Ã Ù 创新创业教ƒ K ä 持> U \ 在t

有基	 上，加大教育部中央彩票公益金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

展资金ä 持力度。加大中央高校教育教学î 革专b 资金ä 持力

度，将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创新创业v 况作为资金分配重[

因í 。（ÿ ô 部、教育部� 按职责分“ ü 责）

3 ä 4 � 实� 细减税降费ô " \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年度内

从事个体经ù ，符合ž 定条件的，在 3年内按一定7 † 依Ü扣

减其当年实, 应缴纳的增值税、城° 维护建设税、教育费+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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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 加和个人所得税；对月å 售† 15万ä 以下的小ž Û

纳税人î 征增值税，对小微企业和个体“ 商户按ž 定减î 所得

税。对创业投资企业、天使投资人投资于未上° 的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以及种û 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投资† ，按ž 定抵扣

所得税应纳税所得† 。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

科技园以及国家备� 众创空Ú按ž 定î 征增值税、房产税、城

- 土地使用税。做' 纳税服务，建立对接机制，强化‹ 准ä 持。

（ÿ ô 部、税务总局� 按职责分“ ü 责）

六、加强对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金e ô " ä 持

3 ä 一4 � 实% ‘ ³ e ô " \ � 励金e 机构按) ° 场化、

商业可持续原则对大学生创业b 目提供金e 服务，½决大学生

创业e 资¥ • 。� 实创业担保贷ù ô " 及贴 ô " ，将高校毕

业生个人最高贷ù † 度提高Å 20万ä ，对 10万ä 以下贷ù 、

‹ 得设区的° 级以上7 d 的高校毕业生创业者î K 反担保[ 求；

对高校毕业生设立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最高贷ù † 度提高

Å 300万ä ；4 低贷ù 利K ，L 化贷ù 申报审核流程，提高贷

ù 便利性，ä 持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 励和引导

金e 机构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为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b 目

提供金e 服务。（ÿ ô 部、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人民Û %、Û

保监会� 按职责分“ ü 责）

3 ä 二4 Ä 导社会资ã ä 持Ð 学ä 创新创业\ æ分发挥

社会资本作用，以° 场化机制促进社会资O与大学生创新创业

ç 求更' 对接，引导创新创业平台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大

学生创业b 目早期投资与投智，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b 目�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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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e 。加快发展天使投资，培育一批天使投资人和创业投资机

构。发挥ÿ ô ô " 作用，� 实税ë ô " ，ä 持天使投资、创业

投资发展，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发展î 革~ 、ÿ ô 部、税务

总局、证监会� 按职责分“ ü 责）

七、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转化

3 ä 三4 完* Â T L ¹ ñ 制\ Ü究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成

果转化服务机构，建立相关成果与%业产业对接e ý 机制，促

进大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在有关%业企业推广应用。做' 大学生

创新b 目的 识产权7 权、保护� “ 作，强化€ 励导向，加快

� 实以增加 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ô " ，� 实成果转化奖励和

ë 益分配办法。加强面向大学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培训课程建设。

（科技部、教育部、 识产权局� 按职责分“ ü 责）

3 ä ‚ 4 é ¹ Â T L ¹ Ä D \ 推动地方、企业和大学生创

新创业团� 加强合作对接，拓宽成果转化渠道，为创新成果转

化和创业b 目� 地提供Ü助。� 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产教e 合

型企业利用孵化器、产业园� 平台，ä 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和大学生创新创业b 目� 地发展。汇 ô 府、

企业、高校及社会资O，加强对中国国, “ 互联网+” 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中涌t 的优秀创新创业b 目的后续跟	 ä 持，� 实

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税ë 优‘ ô " ，推动一批大赛优秀b 目� 地，

ä 持‹ 奖b 目成果转化，形成大学生创新创业示范ý 应。（教育

部、科技部、发展î 革~ 、ÿ ô 部、国资~ 、税务总局� 按职

责分“ ü 责）

八、办' 中国国, “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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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ä 五4完* Ð 赛可持续发� ñ 制\ � 励省级人民ô 府积

极承办大赛，压实主办职责，进一步加强组织o 导和综合协调，

� 实配� ä 持ô " 和条件保ƒ 。坚持ô 府引导、公益ä 持，ä

持%业企业深化赛事合作，拓宽办赛资金E 措渠道，适当增加

大赛冠名赞助经费† 度。æ分利用° 场化方式，Ü究推动中央

企业、社会资本发起成立中国国, “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b 目专b 发展基金。（教育部、国资~ 、证监会、建设Û %

� 按职责分“ ü 责）

3 ä 六4打� 创新创业Ð 赛f � \ 强化大赛创新创业教育

实践平台作用，� 励各学段学生积极参赛。坚持以赛促教、以

赛促学、以赛促创，丰富竞赛形式和内容。建立� 全中国国,

“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与各级各H创新创业比赛联动

机制，推进大赛国, 化进程，搭建全Ç性创新创业竞赛平台，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国, 交流合作。（教育部� 按职责分“ ü 责）

九、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信 服务

3 ä 七4 © – Ð 学ä 创新创业•  Ä D " 台\ 汇 创新

创业Ü扶ô " 、产业€ 励ô " 和全国创新创业教育优质资O，

加强信 资O整合，做' 国家和地方的ô " 发± 、½读� “ 作。

及时ë  国家、区域、%业ç 求，为大学生‹ 准推送%业和°

场动向� 信 。加强对创新创业大学生和b 目的跟	 、服务，

� 通供ç 对接渠道，ä 持各地积极举办大学生创新创业b 目ç

求与投e 资对接会。（教育部、发展î 革~ 、人力资O社会保ƒ

部� 按职责分“ ü 责）

3 ä 八4 C é 宣传Ä 导\ 大力宣传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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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必[ 性、重[ 性。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区、

各高校的' 经验' 做法，选树大学生创新创业成功典型，丰富

宣传形式，培育创客文化，ù 造敢为人é 、宽容失败的s 境，

形成ä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做' ô " 宣传宣讲，推

动大学生用足用' 税费减î 、企业登记� ä 持ô " 。（教育部、

中央宣传部8 头，地方各级人民ô 府、各有关部Î 按职责分“

ü 责）

各地区、各有关部Î [ 认真贯彻� 实û 中央、国务I 决"

部署，抓' 本À › 的贯彻� 实。教育部[ 会同有关部Î 加强协

调指导，+ 促ä 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各b ô " 的� 实，加强经验

交流和推广。地方各级人民ô 府[ 加强组织o 导，深入了½ v

况，优化创新创业s 境，积极Ü究制定和� 实ä 持大学生创新

创业的ô " 措施，及时Ü助大学生½决实, Ô • 。

国务I 办公厅

2021年 9月 22日



中共安徽科技学I ~ 员会宣传部 编印

2021年 11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