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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第三届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于 12月 16日在北
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向
出席会议的各国政界、战略界、企业界、
学术界等各界人士表示欢迎。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
题，同时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中国
愿同各国一道，积极推进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40年改革开放，书写了中国发
展的壮丽篇章，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进一
步密切。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全
面扩大开放，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进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
作，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
供更多合作机遇。

习近平希望与会嘉宾深入研讨，凝
聚共识，更好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也帮助
世界更好了解中国，推动中国与世界的

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出席开幕式
并宣读习近平的贺信。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创新

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外交学会和 21 世
纪理事会共同发起，于 2013 年 11 月和
2015 年 11月在京成功举办两届。今年
会议以“中国发展新动能，全球合作新
机遇”为主题，有近 40位全球著名政治
家、战略家和企业家与会，与会总人数
近 600人。

习近平向第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致贺信

对历史最郑重的纪念，是再创辉煌。
对人民最真挚的承诺，是不懈奋斗。
当改变中国历史和亿万人民命运的改革

开放走到新的关键节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再启催人
奋进、勇往直前的壮阔征程。

旗帜高扬 风正帆悬

风起南海，潮涌珠江。
2012年 12月，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首

赴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深圳前海。
面对这片打响改革开放“开山炮”的热土，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区”的判断，强调“改革不停顿、开放不
止步”。

时隔 6年，习近平总书记再赴广东考察，
庄严宣告：“中国改革开放永不停步！下一个
40年的中国，定当有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成
就！”

拓宽时空的视野，才能看清抉择的关键。
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中国又走到了一个

新的关口。改革开放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敏
感程度，丝毫不亚于当年。

向内看，经济长期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
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断积聚，经济发展进入新
常态，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势在必行；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愈发迫切。

向外看，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地区冲
突频发，极端主义威胁蔓延；新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浪潮下的国际竞争形势逼人，逆全球
化、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捧杀唱衰中国的
论调此起彼伏。

在创造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奇迹后，不合
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正在成为阻碍
改革开放步伐的“绊脚石”，利益固化藩篱更是
频频触动社会稳定发展的“警报器”。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

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创造历史自当弘
毅，习近平总书记向海内外释放出改革再出发
的强烈信号。

人们纷纷认为，这既是对波澜壮阔改革史
的回顾致意，更是对新形势下继续高举新时代
改革开放旗帜的坚定宣示。
“我们党靠什么来振奋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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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的说明时这样表示。

历史性的会议，作出旗帜鲜明和全面系统

的决定。
国企国资、户籍制度、财税金融、农村土地、公

立医院……参加文件起草和政策论证的很多党政
要员、专家学者回忆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拍
板，很多议论多年、裹足不前的深层次改革破冰启
动。

2013年 12月 30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
在党中央层面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担
任组长，加强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
一领导。
“中国改革经过 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

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
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014
年 2 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习近平
总书记如是坦言：“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
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改革难字当头，更需敢字当先。
这是高亢激扬的出征号令——
明确当前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
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和加强党对
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在涉及道
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
立场坚定、思路清晰，不讲模棱两可的话，不做
遮遮掩掩的事。

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
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开放思维……从经验
教训着眼，习近平总书记谋全局、图善治，推动改
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
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这是史无前例的观念革新——
从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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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
革总目标，到明确“五位一体”加党建的体制改革
分目标，从改革的四梁八柱构建完善到任务书、
时间表、责任制逐项明确……

不提抽象空洞的概念，不讲大而化之的道
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形成一个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整的科
学理论体系，成为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行
动指南。

这是触及骨髓的深刻调整——
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勇气，全面

从严治党，深化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以“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思路，转变发展
方式，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迈进；

以“为千秋万代计”的视野，深化生态文明领
域改革，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开展中央环保督察，
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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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组讨论和决
定党员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
照执行。
《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项工

作程序规定（试行）》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规范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处分事
项，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有关规定，
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党组（包含党组性质党
委，下同）应当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应
当认真履行监督责任。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纪面前一律平
等，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确保案件处
理取得良好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
效果，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的检验。
第三条 党组对其管理的党员干部

实施党纪处分，应当按照规定程序经党
组集体讨论决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者
少数人擅自决定和批准。党纪处分决定
以党组名义作出并自党组讨论决定之日
起生效。

第四条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
检监察组（以下简称派驻纪检监察组）按
照干部管理权限，对驻在部门（含综合监
督单位，下同）党组管理的司局级党员干
部涉嫌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和内部审
理，经派驻纪检监察组集体研究，提出党
纪处分初步建议，与驻在部门党组沟通
并取得一致意见后，将案件移送中央和
国家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以下简称纪检
监察工委）进行审理。

纪检监察工委对移送的案件应当认
真履行审核把关和监督制约职能，形成
审理报告并反馈派驻纪检监察组，做到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
当、手续完备、程序合规。

纪检监察工委在审理过程中，应当
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沟通。派驻纪检
监察组原则上应当尊重纪检监察工委的
审理意见。如出现分歧，经沟通不能形
成一致意见的，由纪检监察工委将双方
意见报中央纪委研究决定。

派驻纪检监察组应当加强与有关方
面沟通，特别是对驻在部门党组管理的
正司局级党员领导干部违纪案件，在驻
在部门党组会议召开前，应当与驻在部
门党组和中央纪委充分交换意见。

第五条 经纪检监察工委审理后，
派驻纪检监察组将党纪处分建议通报驻
在部门党组，由党组讨论决定，党纪处分
建议与党组的意见不同又不能协商一致
的，由中央纪委研究决定。党纪处分决
定应当正式通报派驻纪检监察组。
（下转第二版）

中办印发《党组讨论和决定党员
处分事项工作程序规定（试行）》

新华社北京12月16日电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 12月 18日上午 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12月18日上午在京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
（第五至十版）

金秋十月，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
地——广东，再次迎来世界关注的目光。

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习主席深入
珠海、清远、深圳、广州等地进行调研。6
年前，党的十八大后第一次出京考察调
研，习主席选择的也是广东，他在这里发
出了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令。

两次来到改革开放最前沿，习主席
都怀着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邃思考，
十分关注改革强军进程。

首赴南粤，习主席视察原广州军区
部队时作出重要论断：“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
想。这个伟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对军
队来讲，也是强军梦。”

再赴岭南，习主席视察组建仅两年
多的南部战区，要求战区党委适应新体
制新职能，加强战区机关各级党组织建
设，增强领导备战打仗、指挥完成任务能
力。

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折射出我
军领导指挥体制、力量规模结构等主要
领域改革迈出历史性步伐、实现历史性
突破、取得历史性成就。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人民军
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40 年

来，人民军队从多次精简整编到打破总
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从改
革开放之初的十一大军区到今天的五大
战区，从上世纪 80年代百万大裁军到新
时代裁减军队员额 30万……伴随着国
家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军队改革聚焦
构建中国特色军事力量体系，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解放和发展战
斗力，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大开大合、
大破大立、蹄疾步稳，人民军队体制一
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

翻开 40年波澜壮阔的巨幅画卷，改
革强军的历史回响深远而悠长，响彻在
强国强军的伟大征途上：改革是决定当
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人民

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

历史关头的伟大觉醒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有些事件注定
要被格外铭记，有些瞬间注定要载入史
册。

1985 年 6 月 4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
委扩大会议上伸出一根指头——宣布中
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 100万。人民军
队就此踏上中国特色精兵之路。

2015 年 9 月 3 日，习主席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中国将裁减
军队员额 30万。这一年，人民军队全面

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在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上迈出关键一步。

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
然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一次次改
革，人们不禁要问：在重大历史关头，人民
军队靠什么实现了峰回路转、涅槃重生？

6 年之前那次南粤之行，一路上，
习主席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
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
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
造。回望 40年风雨历程，军队改革同样
是伟大觉醒的产物，是党在重大历史关
头把握建军治军规律作出的战略抉择。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家和民族发展处
于拐点之际，人民军队如何摆脱“文化大

革命”带来的困境，迈开大步轻装向前？
邓小平深刻洞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

化，作出“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战争力量
的发展，我们有可能争取一个较长的和
平时期”的科学判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
当今时代主题。

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指导思想由此
开启战略性转变，从立足于“早打、大打、
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转到和平时
期建设轨道上来。裁军百万，震惊了还
处在冷战中的世界。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党中央提出
“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思想，即军事
斗争准备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
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

战争转变，我军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转变。

在这个战略思想指导下，1997 年 9
月，党中央宣布 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 50
万。2003年 9月，党中央决定 2005年前
再裁减军队员额20万。

新时代，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
关键阶段，国防和军队建设如何应对大
变局、抓住大机遇、实现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着眼应对当今世界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贯彻落实
强军目标、履行好军队使命任务，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放眼世界、纵观全
局、审时度势，以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推开
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大门。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召开。经习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将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盘子，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单独作为一个部分
写进全会《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
一次。
（下转第四版）

风 云 激 荡 强 军 路
—国防和军队改革40年述评

■本报记者 欧 灿 费士廷 尹 航 王天益 新华社记者 黄书波

（一）1978—2018。

40年波澜壮阔的变革，在大时代的

转折中书写了雄浑的乐章，也在亿万人

的生活里积淀下深沉的记忆。

北京，三里屯“时光博物馆”。人们

冒着寒风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长队等待参

观，甚至专程从海南北上、从异国归乡，

只为与过去的生活再次相遇，穿越记忆

的隧道、拥抱曾经的梦想。

老照相馆里拍一张立等可取的照

片，旧客厅里寻找“新三件”的身影，看看

小卖部里那些带着岁月印记的“时尚食

品”，听听卡式录音带里的胡同叫卖和怀

旧金曲……宛如一架时光机，人们重温

沧桑巨变的40年，发现时代前行的轨迹。

“改革开放改写了我的人生轨迹”

“生在改革年代何其幸运”“没有改革开

放，就没有我一家的幸福生活”“城市因

它焕然一新，国家因它文明富强”……

“时光博物馆”的留言墙上，观众写下一

个时代的共鸣。

历史长河中，40年也许只是“弹指

一挥间”。然而，对于近14亿中国人而

言，这是一段我们共同见证和参与的岁

月，大时代的宏大叙事背后，是无数个体

命运的巨变，而无数中国人向着未来充

满激情的进发，也如涓滴入海汇聚成改

革开放的时代巨浪。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

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

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改革开放是

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的：“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

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

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

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

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今天，我们

审视改革开放40年，最具活力的，是人；

今天，我们纪念改革开放40年，最该致

敬的，也是人。

（二）时间是一种充满魔力的尺度。

人们常因时间而感怀，不仅因为时光是

忠实的见证者，更因它是伟大的书写者。

1983年，花好几个月工资买了辆自

行车；1989年，为买电冰箱几乎用掉所有

积蓄；1995年，全家存款是3万元；2007

年，搬进了94平方米的商品房；2018年，

购买了一辆总价23万元的小汽车……

山东青岛的马连发一家，1978年开

始记账。从当年36元的月工资，到如今

6649元的月退休金，从柴米油盐到自行

车、小汽车，大小收支几乎一笔不落，留

下了40年时代记忆。

从一家人的账本到千家万户的冷暖，

40年时光变换，改革开放的指针划过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时间的征程中，每

一分、每一秒，都为亿万人民带去改变。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个体在大历史

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你一

间，我一间，筒子楼里冒黑烟”，到“小高

层，电梯房，城乡广厦千万间”；从粮票、

布票承载一个家庭的苦辣酸甜，到首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琳琅满目的展品、

“双十一”18.82亿件快递，向着“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梦想，人们

在日益美好的生活中触摸改革开放的果

实。被称为“联想之父”的柳传志感慨：

40年前不管你怎么努力做梦，也绝对梦

想不到40年后的中国会是今天这个样

子，咱们的生活会是这个样子。

（下转第三版）

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下）

■任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