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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版）
这是“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的实干精神。“既当改革促

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更对广大
党员干部提出明确要求，汇聚起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
革发力的磅礴力量。实干，体现在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
任务落实的行动中，体现在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有力纠
治中，体现在让改革者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中，体现在各领域改革带来的可喜变化中……

回望来路自慷慨，再赴征程气如虹。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历
史性伟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新征程上，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我们抓改革、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
有了根本政治保证，就有了最大的底气和信心。

（三）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
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要谋划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历史和实践昭示，改革开放是党和
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当今世界，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党的二十大擘
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确立了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
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征程上凝聚全党全国人民智
慧和力量的旗帜，也必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还有许多未知
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
事业发展。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
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局、应变
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
新征程上不断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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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外看，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
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向内看，我国改革发展稳
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仍然突出，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时间
不等人，历史不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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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义
无反顾把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这个总目标，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坚决破除
妨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着力
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
劲动力、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每小时 385公里！不久前，杭温高铁试验列车顺利跑出
了试验目标速度值，而时速 400 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正在
加紧研制，将于年内下线。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向
前，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挺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改革开
放未有穷期……

（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千头万绪，攻坚千难万险，
向何处发力，在何处突破？实践启示我们，抓住了改革重
点，就能找到破解问题的支点。

以“三权分置”改革为龙头推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重大
创新，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抓手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以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为驱动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牢牢抓住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握关键环节，实现重点突
破，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也是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战略考量。

发 展 是 第 一 要 务 ，坚 持 高 质 量 发 展 是 新 时 代 的 硬 道
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坚持
和发展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完善支持全面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等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
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好相适应。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必须坚持目
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从现
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
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

优化营商环境要打破哪些“隐形门”？加快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要拆除哪些“篱笆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搬
除哪些“绊脚石”？释放创新活力需要怎样的“点火系”？增
进人民幸福有哪些亟待解决的“急难愁盼”问题？……无论
是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其他领域改革，只有聚焦全局性、
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打通发展堵点、消除体制卡点、

破解实践难点，才能实现纲举目张，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整
体推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注
入强大动力。

北京深入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用一根热线“绣花针”穿
起民生“万根线”，让越来越多市民分享首都城市治理变革
红利；上海设立“基础研究特区”，鼓励勇闯科学“无人区”，
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广东以“百县千镇万村高
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着力让“短板”变为

“潜力板”；贵州通过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更好守护
绿水青山、带来“金山银山”……改革之路没有坦途，但只要
牵住“牛鼻子”、打好关键仗，就一定能跨越重重关山，迈向
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辉煌。

（五）

试点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实行摩托车登记“一证通
办”，治理大数据“杀熟”、“自动续费”等问题……进入 7 月，
一批新规开始施行，折射出改革便民、惠民、利民的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
为大”，宣示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精彩答卷中，“民生”是点睛之笔。户籍制
度改革让 1.4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加快完善住房保障
体系建设让 1.4 亿多群众喜圆安居梦，个人所得税改革惠及
2.5亿人……

在人民群众眼中，改革是什么？是看得见的蓝天，从
“PM250”到“永久的蓝”，蓝天保卫战久久为功；是摸得着的
温度，清洁取暖让老百姓暖身又暖心；是买得起的药品，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把不少救命药的价格“打了下
来”；是握得住的幸福，通过改革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就业门
路、更贴心的养老服务、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改革
向前，民生更暖。

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
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来谋划和推
进。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从就业到增收，从入学到就
医，从住房到托幼养老，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
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
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实事，不断把

“问题清单”变成“惠民清单”，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
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从小岗村“大包干”的一声春雷，
到深圳蛇口的开山炮声；从“三来一补”的发展模式，到乡镇

企业的创业历程；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到推广用好新
时代“枫桥经验”……实践证明，改革创新的最大活力就在
人民群众中间，改革发展的无穷动力就在人民群众中间。
以人民为念，汇人民之力，改革开放事业必将生生不息，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必将浩荡前行。

（六）

领 导 中 国 改 革 有 怎 样 的 感 悟 ？—— 10 年 前 ，习 近 平
总书记访问欧洲，交流中，各方领导人问得最多的就是这个
问题。总书记坦诚作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始终保持
着清醒沉着，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番话寓意深远，道出了改
革方法的重要性。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发展无止境，改革
有章法。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要讲求方式方
法，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才能
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
代。我们坚守的“正”，指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政治方向。
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
西绝对不能动摇，必须坚持志不改、道不变，既不走封闭僵
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追求的“新”，奔涌
着国家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
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把该改的、能改的
改好、改到位。坚志而勇为，载道以日新，我们必能推动改
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不断驶向胜利的彼岸。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系统集成。行棋观大
势，落子谋全局。在全面深化改革这盘大棋中，任何一个领
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密切配
合。唯有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各项改革举措的协调配套，推
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
攒起一股劲，才能做到远近结合、上下贯通、内容协调，防止
和克服各行其是、相互掣肘的现象，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狠抓落实。改革是实干的事
业。“事者，生于虑，成于务”，新征程上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
高水平开放，要重谋划，更要重落实。以实干精神筑牢改革
之基，既要积极主动，更要扎实稳健，明确优先序，把握时度
效，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行之苟
有恒，久久自芬芳。”拿出“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
风，一锤接着一锤敲，一茬接着一茬干，就能把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不久前，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这是继港珠澳大桥后粤
港澳大湾区建成的又一超大型交通工程，攻克了多项世界
级技术难题，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凝结着广大建设者改革
创新的不懈努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改革开放是干出来
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干出来的，伟大事业都成于实干！

（七）

“平均 3天推出一项制度创新”——这是前海对“深圳速
度”新的定义；“从签约到开工仅用 3 个多月”——这是让外
企为之震撼的“上海时间”；“300 米进公园、1 公里进林带、3
公里进森林”——这是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雄安画卷”，
承载希望与梦想的“未来之城”正崛起于燕赵大地……今日
之中国，涌动着改革创新的澎湃活力，升腾起中国式现代化
的万千气象。

循大道，至万里；秉初心，谋远图。沿着改革开放这条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前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奋斗史诗。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对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作出新的重大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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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
以成功。”新征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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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习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矢志不渝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同心
协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谱写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新
篇章！ （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在 新 征 程 上 谱 写 改 革 开 放 新 篇 章

新华社合肥 7 月 13 日电（记者 戴 威）寒武纪生命大
爆发，被称为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的一大悬案。一段时间
以来，其诱因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近期该校卫炜副研究
员、董琳慧博士研究生和黄方教授等人研究发现，海水中对
早期动物有毒害作用的硫化物和钡离子的移除，促使了寒
武纪生命大爆发。这一发现为寒武纪早期海洋氧化与生命
大爆发之间的互馈机制提供了新的见解。

据介绍，寒武纪早期出现了生命大爆发，传统观点认为
这可能与海洋的氧化有关。但是相关研究表明，早期动物
对氧气的需求量并不高。更有观点认为，海洋氧化是寒武

纪生命大爆发的结果而非原因。可见寒武纪早期海洋氧化
还原变化和生命大爆发之间的互馈机制仍不清楚，需进一
步探究。

近期，卫炜等人通过扬子板块下寒武统富金属页岩的
钡同位素数据发现，埃迪卡拉纪-寒武纪过渡时期海洋的
逐渐氧化提升了硫酸根浓度，导致此前累积的溶解钡离子
以重晶石形式被大量移除。水体中高浓度的钡会抑制水
生动物的存活率，因此，对动物有毒害作用的硫化物和钡
离子的移除，改善了海洋的宜居性，促使了寒武纪生命大
爆发。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学术期刊《国家科学评论》。

据新华社天津 7月 13 日电（记者 周润健）“是时三伏
天，天气热如汤。”7月 15日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又是 40

天。从 2015年至 2024年，已连续 10年的“三伏”都是 40天。
所谓“三伏”，指的是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大约在

每年公历 7 月中旬到 8 月中下旬，正好处于小暑与处暑节
气之间，天气最为炎热。待到暑退出伏，早晚才渐有凉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绍，
“三伏”的日期是按照我国古代历法的“干支纪日法”确定
的。干支是天干、地支的合称，天干由“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组成，一共 10 个；地支由“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亥”组成，一共 12个。

天干和地支按顺序搭配，天干在前，地支在后，从甲子
开始到癸亥结束，可以不重复地记录 60 个，俗称“六十甲
子”。当一轮结束后，再从头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记录，如此
循环不绝。由于天干是 10 个，所以每隔 10 天就出现一个
带有“庚”字的日子，称为“庚日”。

我国传统历法规定，从夏至日开始数起，数到第三个
“庚日”就进入初伏。初伏和末伏固定都是 10天，中伏则不
固定，有时是 10天，有时是 20天。

为何中伏会有长有短？杨婧解释说，当夏至与立秋之
间出现 4 个庚日时，中伏为 10 天，出现 5 个庚日时，中伏为
20天。

以今年为例，6 月 21 日夏至，从夏至日算起，第一个庚
日是 6月 25日（庚申日），第二个庚日是 7月 5日（庚午日），
第三个庚日是 7月 15日（庚辰日），第四个庚日是 7月 25日
（庚寅日），第五个庚日是 8 月 4 日（庚子日），8 月 7 日立秋，
所以今年在夏至与立秋之间有 5 个庚日，中伏就为 20 天。
而在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 8月 14日（庚戌日）才进入末伏。

本世纪至今以来，仅有 2004、2006、2008、2010、2012
和 2014这 6个年份的“三伏”是 30天，其他 18个年份的“三
伏”都是 40 天，其中，2015 年至 2024 年，更是连续 10 年的

“三伏”都是 40天。

我国科学家发现寒武纪
生命大爆发的关键因素

今年“三伏”又是 40 天
已 经 连 续 10 年 如 此

静待通车的深中通道（2024 年 6 月 19 日摄）。6 月 30 日，历时七年建设的国家重大工程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从深圳到中山的车程从原来的 2 小时缩短至 30 分钟。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上接第 3版）对于眼下这支中国女排而言，首要目标应当
是凝心聚力，让每名球员和整个队伍的水平发挥到极致，展
现出团结一致、顽强拼搏的精神状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结果自然不会太差。

中国女篮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签位不错，小组赛避开了
卫冕冠军美国队和东道主法国队，真正的考验将从淘汰赛
开始。即便如此，在阵容不齐整的情况下，中国女篮在奥运
会前的热身赛中仍安排了多场与强队过招的比赛，以适应
国际比赛强度。从成绩上看，中国女篮近期状态令人忧心，
海外拉练六战仅一胜，遭遇过五连败，尤其是两场大比分负
于澳大利亚队。不过随着李梦、李月汝两位关键球员的回
归，中国女篮仍有一搏奥运奖牌的实力。

三人篮球方面，中国男队更现实的目标是在八支球队
的单循环赛中争取前六名，晋级下一阶段比赛；女队有望争
夺奖牌，作为上赛季国际篮联三人篮球女子系列赛“最有价
值运动员”，王丽丽伤愈复出后的状态决定着球队的前景。

中国田径队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 2 金 2 银 2 铜的佳绩，
在走跑跳投四大项群中都收获了奖牌，但目前队伍处于“换
血期”，近一年来在国际赛事中表现并不理想。中国队在女
子投掷和竞走项目中具有冲击金牌的希望，即将第五次征
战奥运赛场的老将巩立姣志在卫冕女子铅球，虽然本赛季截
至目前她的最好成绩尚未突破 20 米，但冬训期间她重新携
手德国老帅克拉克，效果不错。女子铁饼选手冯彬近两个赛
季整体状态稳定，去年世锦赛收获铜牌。中国竞走近年来在
国际赛场上的统治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刘虹、杨家玉、马振霞
等名将在女子 20公里竞走项目上仍具备集团优势。今年奥
运会新设置的马拉松竞走男女混合接力项目中，中国队已拿

满两个参赛名额，同样具备冲击金牌的可能。

新兴项目或有惊喜

今年 5 月进行的巴黎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上海站，让滑
板、攀岩、霹雳舞、自由式小轮车这些潮流项目在中国收获
了更多关注，中国队也通过上海站和此后的布达佩斯站比
赛，将 12个奥运资格收入囊中。

滑板项目可谓年轻人的天下，十来岁的孩子登上世界
最高领奖台也不鲜见。中国代表团此番年龄最小的选手郑
好好就是滑板运动员。将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式当天度过 12

岁生日的她将参加女子碗池项目的比拼。女子街式项目则
收获满额资格，有崔宸曦、曾文蕙、朱沅铃三人入围。曾在
这个周期多次晋级世界大赛决赛的崔宸曦有望冲击奖牌。

攀岩项目中，中国队在奥运资格赛阶段厚积薄发，拿到
7 个席位，在所有参赛队中仅次于美国队，距离满额仅差一
席。其中中国队有望在速度项目中向奖牌发起冲击。不
过，速度攀岩赛场以不确定性强著称，岩壁上的“百米大战”
鹿死谁手，不到最后一刻难有定数。

中国霹雳舞队将迎来奥运首秀，小将刘清漪在备战周
期异军突起，在 2023 年亚运会夺得女子组冠军后便获得直
通奥运的资格。19 岁的亓祥宇与 31 岁老将曾莹莹则在奥
运资格赛中又为中国队拿到男子和女子各一张奥运门票。

新兴项目的中国小将们，为国争光不只是在领奖台上，
他们在赛场内外展现出来的阳光、幽默、时尚……也将让世
界看到中国新生代的自信和活力。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3日电 （记者 郁琼源） 记者从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农发行累计
投放水利建设贷款超 1.5万亿元，通过农发基础设施基金支
持水利项目 229 个、投放金额 372 亿元；其中，本年投放贷
款 1100亿元，贷款余额 8700亿元，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农发行持续优化完善水利信贷政策体系，做强

“水利银行”特色品牌，提供贷款期限、利率、担保等一揽子
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农发行相关负责人表示，农发行持续发挥与水利部门、
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的长期合作优势，量身定制金融服务
方案，点对点提供优质服务，共同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和民生
水利项目建设。

农 发 行 水 利 建 设 贷 款
累计投放超 1.5 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