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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评

重点推荐

深化国企改革
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 3版

□ 本报评论员 杨 禹

再 过 几 天 ，2023 年 就 过 半 了 。

“十四五”的五年也将走完极不寻常、极

不平凡的半程。过日子“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十四五”也有“开门

六件事”，六件事都是挑战，都要办好。

两年多前，在擘画“十四五”蓝图时，

党中央提出一个重要要求——“十四五”

时期要“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

度、效益、安全相统一”。六个并列的关

键词，可形象地称之为“十四五”的“开门

六件事”。

在“十四五”规划建议、规划《纲要》

里，这句话都出现在强调“十四五”要遵

循的五个原则之一——“坚持系统观

念”的段落里。读懂这“开门六件事”，

至少可从三个角度：

“安全”是最新加进来的。多年来，

随着发展理念的不断推进，“开门六件

事”有个逐步增加的过程。“安全”，正是

在谋划“十四五”时最新加入进来的。这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着重强

调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安全是发展的

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能

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

网络信息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

新发展格局，“开门六件事”里这第六件事，极为重要。

六个关键词后边还有很重要的三个字——“相统

一”。每个地方、部门、企业，都可以把自己的任务，跟

这六个关键词挂上钩，我追求的“质量”是什么，“结构”

是什么，“规模”什么……然后统筹谋划、统筹推进。这

与过日子的道理其实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不能

“早饭吃盐、午饭吃油、晚饭吃醋”，而是每顿饭，都统筹

好“柴米油盐酱醋茶”。

“开门六件事”的前后次序饱含深意。过去，大家一

说到“发展”，往往首先想到规模、速度，然后才是结构、

质量、效益。在谋划“十四五”的时候，这六个关键词的

次序，调整为现在这样。其含义一目了然：中国的发展，

仍然需要不断扩大的规模、合理区间的增速，但其逻辑

起点，已不再是规模和速度，而变成了质量和结构。

中国人说话，前后次序很有讲究。“开门六件事”的

次序变化，深刻体现着发展理念的变化。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

二十大报告在强调这个首要任务时，有一句话——“推动

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去年底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都再次强调了这句话。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正是“开门六

件事”的更进一步表达。后半句话讲的是规模和速度，

而对“质”的追求，被鲜明地摆在前边。

习近平经济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经

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量积累到一定阶段，

必然转向质的提升。统筹做好以“质量”打头的“开门

六件事”，并不容易。今年3月5日，在参加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

长地说，“我们谈高质量发展，不谈新发展理念不行。始

终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内在统一来把握发

展、衡量发展、推动发展；必须更好统筹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

“十四五”的“开门六件事”，与百姓生活的“开门七

件事”，有着深刻关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

有质量的发展，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才能持续地创造就

业、改善民生。

“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每一件事都

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内在联

系。结构继续优化，规模不断扩大，速度合理增长，效

益稳步实现，安全时刻保障，归根结底，聚焦于推动质

量有效提升。

“十四五”的前半程，机遇不少，挑战极大。这几年，

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世纪疫情叠加经济全球化逆流的复

杂影响下。这虽然给规模、速度等带来较大压力，但我们

看到，中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努力始终没有动摇。

在“十四五”即将开启的后半程，这一努力，仍然不

会动摇。

一 张 蓝 图 绘 到 底
——习近平总书记擘画浙江“千万工程”带来乡村巨变

诗画村庄，和美城乡，富乐之江。

一幅新时代《富春山居图》铺展眼前。

循迹溯源，20年前起笔的“千万工程”

擘画蓝图。

200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出席全省“千万

工程”启动会，亲自部署从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入手，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提

高农民生活质量。

“要把‘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作为

推动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础工程、统筹城

乡发展的龙头工程、优化农村环境的生态工

程、造福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农业农村农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本盘、压舱石。环境资源生态，发展中国家

迈向现代化的短板与瓶颈。

“千万工程”以省域为单元率先破题。

20年持续奋斗，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直

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的执政应答。

起笔于群众利益，落笔答“四个之问”，

工笔绘乡村新貌，走笔成长远大计。

战略擘画开新局，一张蓝图绘到底。

这张蓝图，习近平总书记看得重、望得

远、抓得实，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进一步推广

浙江好的经验做法”。20年锲而不舍、久久

为功，造就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

众，深刻改变之江，赢得中外赞誉。

——浙江农民群众称之为“继实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和政府为农民办的最

受欢迎、最为受益的一件实事”；

——专家学者评价其是“在浙江经济变

革、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让列车换道变轨

的那个扳手，转动了乡村振兴的车轮”；

——2018年9月“千万工程”荣获联合国

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颁奖词认为：“这

一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表明，让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力量”。

大江奔流有其源。

20年前，这场变革为何肇兴于浙江，理

论和实践的“原点”是什么？

20年来，其旺盛生命力、巨大感召力、

广泛影响力来自哪里？

20年不懈奋斗，“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

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

窗口”，“浙江之窗”如何呈现“中国之美”“中

国之治”？

20年后再出发，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奠定坚实基础，走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必由之路，我们又该从“千万工程”中汲取

什么？

…………

“千万工程”实施20年之际，《人民日报》

记者循着这张蓝图，看乡村巨变、观钱塘

潮涌、听历史回响、探时代脉动，深刻感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

理力量、实践伟力，深刻感悟人民领袖深厚

情怀与人民群众蓬勃创造的交相呼应、激荡

共鸣。

办实每件事，赢得万人心
“千万工程”历久弥新，根在思想

指引。20 年擘画推动，彰显远见卓

识、为民情怀、历史担当

汽笛声起，4.5公里轨道绕村，观光小火

车串起竹园、茶园、果园、花园。

湖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鲁家村。昔日

“脏乱差”，而今“绿富美”。

2018年9月，鲁家村村委会主任裘丽琴，

代表浙江农民登上联合国环境署领奖台：

“‘千万工程’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

幸福之源，饮水思源。

这是深入调研、问题导向的战略擘画——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

有决策权。习近平同志2002年10月到浙江

工作，用了118天，跑遍11个地市、25个县。

浙江省乡村振兴研究院首席专家、原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多次随同调研。

顾益康回忆，一次，走访完当地安排好的村

子后，习近平同志锁着眉头上了车：

“刚才看的村子不错，但哪个县市没有

几个好乡村？这是不是浙江绝大多数乡村

的面貌？”

“果然，停下车来，周边转转，脏乱差的

村子不少。”顾益康说。

刚迈进21世纪的浙江，经济长足发展，

城乡差距却大。有新房、无新村，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是当年的乡村即景。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何补上短板？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怎样落子成势？

走访田间地头，问计干部群众。

2002年 12月15日，习近平同志走进

杭州市萧山区梅林村。这里村容整洁、规划

有序，百姓通过村办企业增收致富。

“建设一批标准化、规范化、全面发展

的，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小康示范村

镇，为我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

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成功

的经验。”翌日《浙江日报》，记录下考察调研

时的这番话。

一张蓝图，日渐清晰。2003年6月“千

万工程”启动会召开：从全省近4万个村庄

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

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

小康示范村。

浙江首个村级“共同富裕”指标体系、首

个村级电力低碳服务驿站、首个村级青少年

宫分宫……今日梅林，风景更新。

隔壁益农镇有个群围村。昔日“整治

村”，现今啥模样？污水沟变风景线，出门菜

园和花园。当年村集体欠债100多万元，如

今人均年收入5.28万元。

“调查研究开路，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

重点难点问题，从农村长远利益出发，从群

众身边实事破题，榜样引路，带来千帆竞

发。”顾益康说。

这是心怀大局、放眼全局的历史担当——

“千万工程”的实施，连着省情、国情、世情。

纵观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历

程，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

展阶段，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极易扩大，从而

掉进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

“作为沿海发达省份，我省有条件、有必

要、有责任通过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为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探索路

子、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千万工程”启动会，开宗明义。

2005年 8月，习近平同志在“千万工

程”嘉兴现场会上再次强调：“这项工程是在

我省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推进、人均GDP超

过2000美元的时代背景下，着眼于缩小城

乡差距、改变农村环境‘脏乱差’和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状况而实施的。”

小切口，大思谋。一子落，满盘活。

“千万工程”启动1个月后，2003年7月

10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

全会上提出“八八战略”，成为指引浙江改革

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的总方略。其中一条，

“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从“八八战略”明确打造“绿色浙江”，到

“千万工程”成为生态省建设有效载体，再到

2005 年 8 月首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一系列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

新理念由此萌发，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

学思践悟，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感慨：

“‘千万工程’之所以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旺盛

生命力，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坚持从战

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谋划推进，以‘千万工程’

牵引撬动‘三农’工作，找到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金钥匙’。”

这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接续奋斗——

“千万工程”的推进，贯穿过去、现在、未来。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亲自制定

了“千万工程”的目标要求、实施原则、投入

办法，创新建立、带头推动“四个一”工作机制：

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全面落实分级负

责责任制；成立一个工作协调小组，由省委

副书记任组长；每年召开一次工作现场会，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到会并部署工作；定期

表彰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

﹃
十
四
五
﹄
的
﹃
开
门
六
件
事
﹄

本报讯 记者袁琳报道 6月 20日，

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四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

“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

开。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于6月27日出席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

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同时会见世界经

济论坛主席施瓦布等外方嘉宾，并同世界经

济论坛全球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司副司长、一级巡

视员高健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十周年。此次夏季达沃斯论坛重启线

下会议，主题为“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驱动

力”，为各国政界和工商界提供交流对话平

台，有助于帮助各方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形

势，加深对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理

解，坚定深耕中国、投资中国的信心。

“国家发展改革委把与世界经济论坛的

合作视为中方在国际合作当中非常值得信

任的重要平台，也把新领军者年会作为中方

宣介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对外开放理念的

窗口，也视为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重要

交流平台。”高健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表

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世界经济论

坛将进一步深化在经济、科技、绿色发展、

“一带一路”等多方面的合作，不断拓宽合作

领域，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我们秉持办会是为了办事的理念，将

年会打造成为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深化国际

对话合作、展示天津形象的重要平台。”天津

市副市长杨兵表示，“我们将把年会办成一

届绿色、创新、开放、务实、高端、精彩的国际

盛会。”

世界经济论坛大中华区主席陈黎明表

示，企业和企业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

也是创新的主体。年会的核心目标是激

发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创新活力和企业家

精神，探寻经济复苏之道，推动世界经济

稳步迈向更加平等、更可持续和更有韧性

的未来。

据悉，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

6月27~29日在天津举办，共设有六大核心

主题：重启增长、全球背景下的中国、能源转

型和材料供应、后疫情时代的消费趋势、保

护自然和气候与部署创新。年会还将发挥

平台作用，推动持续合作，启动或推进超过

25项倡议。

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津启幕

浙江湖州浙江湖州
山区小镇山区小镇““美丽逆袭美丽逆袭””

浙江省湖州市埭溪镇位于浙北

山区。在“千万工程”的指引下，埭溪

镇全力发展美丽经济，于2015年开始

打造美妆小镇，累计引进企业293家，

202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0亿元，连

续三年获评“优秀省级特色小镇”。

随着美丽产业的崛起，埭溪镇的乡村

风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断推进

的环境整治提升了人居环境，也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休闲。一幅业兴村

强、民富人和、美丽宜居的优美画卷

正在这座山区小镇徐徐展开。图为

参观者在埭溪镇莫家栅村的玫瑰庄园

留影。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