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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评

□ 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

□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

本性问题。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

出判断和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

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势头必须抓大事、谋长

远”“领导干部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

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让我们紧跟

习近平总书记的思想足迹，学战略、谋战

略、用战略。

一、高瞻远瞩，形成战略判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

题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实施了一系列

重大发展战略。作出重大战略部署的前提，

是作出科学的战略判断。习近平总书记

的几句话，给我们以震撼和启迪——

（一）长江“病了”

“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大病要

用大方，沉疴还需重剂。2016年1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的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当

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

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短短10

个字，醍醐灌顶，把发展思想跟不上形势的

人浇醒。

（二）黄河“体弱”

“黄河一直体弱多病，水患频繁。”忧心

黄河之病，着眼黄河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黄河，谋划了一盘大棋。

早在2014年3月，在河南兰考调研指

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习近平

总书记就曾专程前往东坝头乡张庄村考

察。这里是焦裕禄同志当年防沙治沙首先取

得成功的地方，也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个弯。

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

说，“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近

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稳步

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中，体现着关

切与指引——在三江源头、秦岭深处，反复

叮嘱要保护好“中华水塔”；在甘肃，首次提

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对宁

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重要任务……

（三）京津冀的“外科手术”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

体、文化一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关

心京津冀，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高屋

建瓴的战略判断：“着力点和出发点，就是

动一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解决‘大城市病’问题。”针对“大城市病”，

只有对症下药，才能“瘦身健体”。

战略上判断准确，谋划科学，赢得主

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二、系统部署，实施战略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看问题、作决策善于从

“战略”出发，由来已久。

1982年3月~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

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就带领大家谋

划并作出决策，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

路。正定县北边是广大农村，南边就是石

家庄市，距石家庄市15公里，正处在城市

和农村中间的过渡位置。习近平同志经过

深入调查研究，认为正定不能光打粮食，也

不能只搞城市经济，而是应该走介于城市

经济和一般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发

展之路。他把正定的经济模式定位为“半

城郊型”经济，确定了“依托城市、服务城

市、打入石市、挤进京津、咬住晋蒙、冲向全

国”的经济发展思路。针对石家庄等大城

市的需求，习近平同志还总结了二十字方

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

所短、应其所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社

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高度谋划乡村振兴和

新型城镇化。他曾经分析说，世界上一些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陷入“中等收入陷

阱”，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处理

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

农村发展跟不上”。

在习近平总书记宏阔的视野中，城镇

与乡村，工业与农业，始终是一同考虑的。

“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

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

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

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

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

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

‘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确立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总

方针、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乡

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

合发展之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

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

局、整体性推进，这里蕴含着系统观念。做

好战略决策，必然要求站在时代前沿和战

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并处理问题。

三、谋定而动，保持战略定力

“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

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习近平

总书记的时间观，折射出他对中国发展的

深邃思考。对时间的理解有多深刻，对目

标的持守就有多坚定。

目光回溯，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

定设立雄安新区，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

处被称为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一直备受

关注。“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

再开工建设，不要留历史遗憾。”2019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三地考察并主

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和

战略定力，高质量高标准推动雄安新区规

划建设。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对于一个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而言，实现区域

协调发展，绝非易事。

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对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茬接着一茬

干，让黄河造福人民；对于新时代东北振

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瞄准方向、保持定

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对于中部地区崛起，

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开方”，指出要谋定而

后动，厚积而薄发；对于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既要有历史耐心，又

要有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既谋划长远，又干

在当下。”

保持战略定力，离不开敏锐的洞察

力。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指

出，“谋于前才可不惑于后”。作出决策之

前，先深入了解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

规律，谋而后断；一旦作出决议，在解决问

题过程中便不再作主体更改。“临大事而不

乱”“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指出，闽东

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改变闽东的落

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有一

股韧劲，需要“滴水穿石”的精神。没有锲

而不舍的毅力，不愿付出艰辛于他人数倍

的努力，不靠一点一滴量的积累，是不能做

成事业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无论是建设平潭大

桥、解决福清灌溉问题，还是治理长汀水土

流失，都是在习近平同志任上启动、推进

的，全面收到效果则是在他离开福建以后，

得到实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掌舵“中国号”巨轮后，习近平总书记

曾强调，“大国政贵有恒，不能朝令夕改，不

要折腾。今天喊这个口号，明天换那个口

号。这不叫新思想，而叫不稳当。”

风雨不动安如山。面对国际形势风云

变幻、国内改革攻坚克难的风险与挑战，能

否保持战略定力，是检验政治品格的试金

石，也是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压舱石”。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

事情。“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

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从在地方工作，到引领党和国家事业

全局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带领大家，以

强大的战略定力笃定前行。

四、把握先机，赢得战略主动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

领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一）创新上要更有“高度”

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回

族自治区考察时强调，“越是欠发达地区，

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8年

11月，面对上海张江科学城的科技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要“把科技创新摆

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

2020年8月，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

角三省一市要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

开路先锋，“上海和长三角区域不仅要提供

优质产品，更要提供高水平科技供给，支撑

全国高质量发展。”

2022年8月17日，在沈阳新松机器人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习近平总书记重点

考察了企业自主创新情况并指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

2022年9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时强调，“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

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在若干重要

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赢得战略主动。”

（二）协调上要更有“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

等，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个个引擎都加快转动起来，中国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就势不可挡。”如今，一个个增

长点、增长极、增长带拔节而上、积厚成势，

单个增长极变多个动力源，为全国高质量

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促互生。”今天

的中国乡村，不仅是城市的“米袋子”“菜篮

子”，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到乡村

就业创业。今天的中国城镇，不仅为农业

农村发展提供人才、资金、科技支撑，也不

断满足进入城镇的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需

要。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

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加快形成。

（三）绿色上要更有“靓度”

滚滚长江、浩浩黄河。习近平总书记

的“江河战略”渗透着对绿色发展的深邃思

考。短短几年，“捕鱼人”成为“护鱼人”

了，“微笑天使”江豚“回家”了，烟囱林立

的化工厂整治了，“灰头土脸”的砂码头消

失了……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指

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

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

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紧跟习近平总书记学战略
畅通经济运行“血脉”
□ 田新元

近日，部分菜农因“卖菜难”而不得不将本该上市的

蔬菜粉碎还田引发关注。笔者认为，在稳经济的关键时

刻，畅通经济运行的“血脉”刻不容缓。

绿油油的蔬菜被毁的画面，看着让人心疼。值得注意

的是，卖菜难不是个别现象。农民辛苦种菜，没有上市就

销毁，意味着市场上蔬菜的供应量将相应减少，消费者的餐

桌也将随之受影响。因此，蔬菜被毁不仅是农民的巨大损

失，也是全社会的损失，更不利于当前稳经济的政策目标。

结合媒体报道来看，“卖菜难”的主要原因是交通物

流受阻。蔬菜的保质期短，在一些地方，外地来拉菜的货

车需经过层层上报审批，容易错过蔬菜收获期；还有些地

方，虽然是来自低风险地区的货车，却要在蔬菜货源地隔

离好几天，不能及时把菜运走。“交通阻塞”成为蔬菜被毁

的重要因素。

在疫情初期，较严的管控措施在切断病毒传播、遏制

疫情扩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部分地区没

有动态调整防控政策措施，固守“一封了之”的态度，甚至

是“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不切实际扩大封控范围。如一

人阳性全城静默等情况，表面看是“铁腕防控”，实际上是

“懒政”行为。

交通物流关系着人民群众“菜篮子”“米袋子”等重点

民生物资供应，关系着能源、原材料等重要生产资料供应，

是经济运行的“血脉”，被视作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个人来说，气血不通则百病

丛生，一处不通则一处受病，从而影响全身生理机能。对

经济运行来说，交通物流不畅、“血脉”不通，不仅菜农不

得已毁菜，人民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也会受影响，生

产资料供应也会大打折扣，经济运行自然也会受阻滞，稳

经济目标也将遭受考验。

针对部分地区出现对货车通行层层加码过度管控的

问题，“二十条优化措施”提出了新要求，有关部门也强调

严禁擅自关停关闭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和限制运输服务等

“五个严禁”。

如果这些举措落到实处，物流运输有保障，相信“卖

菜难”会得到解决，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的菜不用毁掉，消费

者的餐桌也会更丰富一些，经济运行也会更通畅、更健康。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是巩固经济

回稳向上基础的关键时间点，必须紧抓不放保持经济持

续恢复态势。会议提出的六条措施中包括要持续保障交

通物流畅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机制要不间断协调，保障

主干道和微循环畅通，保障港口、站场等集疏运正常运行，

及时打通堵点，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进出口通畅。

疫情不断反复，经济遭受考验。2022年只剩一个多

月的时间，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时间更紧迫了。据悉，国务

院决定向地方派出督导工作组，敦促前期已出台政策措

施切实落地。政策落地了，交通物流不再阻塞，农民就不

会卖菜难，毁菜现象就会不再出现，经济运行的“血脉”才

会畅通，稳经济才会成为现实。

美丽乡村路 助力乡村兴
位于湖北省西部山区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美丽的乡村公路蜿蜒于崇山峻岭间。当地按照通畅、洁净、美观的标准呵护这

些“飘落山间的玉带”，并形成乡镇通二级路、行政村通硬化路的农村路网格局，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交通保障。

图为通往宣恩县珠山镇东门关村的乡村公路在色彩斑斓的山间穿行。 新华社发（宋 文 摄）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装机大幅增长
本报讯 记者刘政报道 近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消

息称，今年以来，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展势

头强劲，装机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更绿色的动力。

截至10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25亿千瓦，

同比增长8.3%。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分别

约 3.5 亿千瓦和 3.6 亿千瓦，分别同比增长 16.6%和

29.2%，保持快速增长。

目前，我国已具备完备的新能源全产业链体系，新能

源开发建设成本不断下降，风电、光伏发电已全面进入平

价无补贴、市场化发展的新阶段。

今年以来，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建设和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建设提速，新能源投

资明显加快。今年1~10月，我国主要发电企业在太阳能

发电建设上的投资达到1574亿元，同比增长3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