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CN81-0001（ J） 代号 1-26 解放军报社出版

中国军网http: //www.81.cn 第 号219202018年1月15日 星期一

丁酉年十一月廿九 今日12版

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鲜明指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

的历史机遇期。这是习近平总书

记纵观过去、当下与未来的历史

演进，通览国家、政党、民族的沉

浮兴衰，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国家表达、民族表达，彰显着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洞察历史的睿智、创造历史的担当。

（一）

历史的发展，总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关键的时期。

2017年10月，历史会记下这个金秋。一个拥有8900多万

党员的世界最大政党，一个在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久经考验、

成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瞩目下

展开了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华章。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

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浑厚有力的声音，响

彻亿万人民热切瞩望的万人大会堂，迅速传遍全中国，乃至传

扬整个世界。

极不平凡的过去五年，驱动“中国号”巨轮驶入新的更广

阔天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梦想和现实在

这里转承，奋斗和拼搏在这里接续。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

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

九大如此擘画。新的阶段、新的使命，挑战虽艰、希望尤盛，矢

志奋斗、走向未来，时和势仍然在我！

在这个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上，没有什么能比“机遇”这

两个字更能揭示中国的当下、昭示民族的前程，没有什么能比

“历史性”这一词汇更能描绘这个机遇的涵义和意义。这个历

史机遇是中华民族强起来、实现伟大复兴的机遇，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更加成熟、更具引领力感召力的

机遇，是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走向共同富裕的机遇，是中

国共产党从建党百年迈向执政百年、进而铸就千秋伟业的机

遇——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

（二）

机遇是事物相互作用的历史累积，是人民创造伟大实践

业绩的时代呈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苦干实

干中创造机遇，在把握机遇中续写历史，一步步靠近无限风光

的顶峰，迎来了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必然。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曾有过很多机遇，但真正抓住机遇、开创盛世的屈指

可数。特别是近代以后，国家命运跌入谷底，民族危亡悬于一

线，振兴中华成为全民族的呼号与梦想。近百年前，嘉兴南湖

的一艘红船劈波起航，从此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神

州大地重开光明之门、燃起希望之火；近70年前，中国共产党

带领人民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有了坚如磐石的制度基础；40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历史性抉

择——实行改革开放，大江南北涌动滚滚春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迸发勃勃生机；5年前，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历史性命题，追梦逐梦、筑梦圆梦成

为激荡人心的高昂旋律，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托起新的辉

煌。一路求索，一路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必然。道路决定命运。科学

社会主义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

辟了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社会主义500年，中国书

写着最华彩的篇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

去”，习近平总书记的宣示掷地有声，言犹在耳，催人奋发。这

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革故鼎新，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伟大史诗、谱写壮丽篇章，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新的境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

追寻现代化的前景从未像今天这样天高地广，科学社会主义

因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生动实践而闪烁耀眼光芒。

这是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必然。当今世界，“民主赤字”“治

理赤字”“发展陷阱”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

问题层出不穷。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弊端丛

生，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孕育。世界怎

么了？人类要往哪里去？已成为人类的“哈姆雷特之问”，各

国政要、学者、大众都在为之苦恼、受之困惑。历史并未终结，

文明的多样性蕴藏着人类的无限希望，中国的实践为解决人

类共同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

体的今天，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关注中国、需要中国，这为我们

坚持和平发展、赢得优势主动打开了广阔战略空间。

历史的机遇，再次向这个古

老而青春的国家展开怀抱。这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乘风

破浪的“飞跃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精进臻善的“成熟期”，

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

期”，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重塑

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又一个“创业期”。

这个历史机遇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

有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有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增强，有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的更多掌声……从内部看，中国发展

经过量的积累进入质的提升阶段，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巨轮正在驶出历史的峡谷，进入“海阔

凭鱼跃”的宽广水域；从世界看，“世界之乱”和“中国之治”形

成鲜明对比，全球的目光正在东移，中国的风景成为越来越

多国家的憧憬。

这样的机遇，是我们以不断的变革，在发展的进程中积累

起来的比较优势；这样的历史机遇期，是我们用持续的奋斗，

在新征程上为自己打开的时间窗口！

（三）

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常面临许多重要转折，美国学者拉

兹洛称之为“社会历史分叉期”。如果以道路为喻，这样的时

期正是“路口”。面对路口，只有两种命运：发展，或者衰落。

蒸汽机的轰鸣，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那时的

中国却如沉睡的雄狮，仿佛置身于时间之外，错过了历史的路

口，被时代甩在了身后，一度成为落后与停滞的“代名词”、西

方列强崛起的“踏脚石”。

（下转第三版）

紧紧抓住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宣 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
于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部署要
求，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根据宪法
和法律有关规定，现就建立国务院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
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意义

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
有，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国有企
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
和政治基础，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
和改善民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依据宪法和法律，国务院
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并负有管
理职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有国有
资产监督职责。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是国务院的一项重要
工作，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监
督职责的重要手段。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
况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
加强国有资产立法和监督，企业国有资
产法颁布实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国有自然资源保护和利用制度初步建
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就国有资产管
理听取国务院专项工作报告，人大国有
资产监督职能有所加强。国务院不断加
强国有资产管理，国有资产产权日益明
晰，国有资产管理机制逐步理顺，会计统
计等基础工作显著加强。但也要看到，
这项工作程序不够规范，内容覆盖不够
完整，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发挥还不
够充分，有待从制度上加以完善。

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是党中央加强人
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重要决策部署，是
党和国家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的重
要基础工作，符合宪法和法律有关规定，
符合人民群众期待，对于增加国有资产管

理公开透明度、提升国有资产管理公信
力，对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
本经济制度、管好人民共同财富、加强人
大依法履职等，具有重要意义。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建立健全全面规范的
国务院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加强
人大和全社会对国有资产的监督，推进国
有资产管理公开透明，为加强国有资产管
理和治理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使国有
资产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

（2017年 12月 30日）

本报讯 黄国杰、记者孙兴维报道：近
日，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会同司法部共同审定发布《为军队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提供法律服务机构名
录》。《名录》共涉及全国 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收录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实力较
强的法律服务机构 1239个，其中律师事务
所 630个、公证处 344个、司法鉴定机构 265
个，主要供全军部队处理停偿涉法涉诉问
题和后续资产处置时择优选聘。

为充分借助地方法律服务力量依法
有效推进军队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根据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国家
司法部部署要求和部队停偿需要，经各
级军地协调机构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协
商、遴选推荐，军地共同审定发布这个
《名录》。

这些律师事务所主要受聘担任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法律顾问，为部队停
偿提供免费诉前法律咨询，就有关矛盾纠
纷和法律事务提出法律意见，代理因停偿
引发的诉讼纠纷等；公证处主要受聘办理
涉及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公证事项，优
质快捷提供公证证明、保全证据、现场监
督、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等服务保障；司法
鉴定机构主要受聘担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工作相关的司法会计、文书、建筑工程、声
像资料、知识产权等项目鉴定工作，以优
惠价格、规范程序为停偿工作提供服务。

部队可结合停偿项目实际，依据《名
录》有针对性地选聘合适机构，做好顾问咨
询、代理诉讼、合规审查、公证鉴定工作。对
重大疑难案件纠纷，组织专家律师团队集
中攻关、研究破解思路，依法推动停偿棘手
问题解决。同时，司法部也同步发文，要求
已选聘的机构和人员要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对违反规定的，
部队可及时向驻地司法行政机关反映情
况，督促其认真作出整改、依法规范履职，
确保部队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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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攻坚战，也是持

久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认真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必须持之以

恒、毫不动摇，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

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

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如果管党

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

党执政就会面临严峻挑战。同样，如

果让已经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就会

失信于民，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全面从严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

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必

须以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决心，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开创全面从严

治党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

负十三亿”的责任担当，挽狂澜于既

倒、扶大厦于将倾，全面加强党的领

导和党的建设，紧紧盯住全面从严治

党不力这个症结，坚决整治解决人民

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长期执政威

胁最大的问题，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

治全党，持续正风肃纪，严厉整治“四

风”，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

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反腐败斗争形成

压倒性态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社

会风气为之一变，极大地振奋了党心

军心民心，取得全面从严治党的卓著

成效。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

引领伟大斗争、伟大事业、最终实现伟

大梦想的根本保证。受国际国内环境

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党面临的执政

环境仍然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

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

党的队伍和自身状况发生重大而深刻

的变化，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要求，

我们只能坚持、不能松懈，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绝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

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

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

见好就收的想法，必须保持战略定力，

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

造性、实效性，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

力、战斗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坚强政治保证。

党兴则国兴，党强则国强。把全

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要坚持以党的

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始终在

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锲

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保持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四

风”反弹回潮；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

使铁的纪律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

习惯和自觉遵循；要深化标本兼治，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老虎”要

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只要

我们持之以恒、毫不动摇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把

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

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

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

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强军兴军关键在党。作为执行党的政

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我军在全面从严治

党上必须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走在前

列。全面从严治党对我军来说，最根本

的就是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教育引导官兵强化“四

个意识”，坚决维护权威、维护核心，坚

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全

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听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归 航
1月11日，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团紧贴大纲训练要求，组织开展

跨昼夜飞行训练。图为一架轰-6K

战机平稳安全降落。

阮海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