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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要紧扣主题突出重点

□ 本报评论员 李韶辉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召开在即。关键时期，重要节点，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大潮正起。

6月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到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

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扣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这个主题，突出改革重点，把牢价值取向，讲求方

式方法，为完成中心任务、实现战略目标增添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新时代改革开放推向新境界。

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很多领域实现历史性

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国改革的一条重要经验，充满哲

学思辨。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如何处理

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我国以完善产权制

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次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推进土地、劳动力、资

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

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稳步推

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开花，激活各类经营主体活

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突出重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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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紧迫的事情抓

起，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

工作提升。

问题所指，改革所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

出问题导向。始终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哪里矛盾和问

题最突出，就重点抓哪项改革。加强调查研究、找准问

题，切忌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

向相结合，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敢于啃硬骨头、敢

于涉险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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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

力制度保障。

关键子落，满盘皆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

出重点领域。抓重要领域、关键环节，不平均用力、“撒

胡椒面”。继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以科技

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高水平

制度供给，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制度环境。在重

点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统筹谋划好教育科技人

才、政治、法治、文化、社会、生态、国家安全和党的建设

领域的改革。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

难点问题、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努力在

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攻

下一些难点，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

出重点任务。改革任务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如果缺少

重点，没了先后，节奏与章法必然混乱。要突出重点，击

中要害，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

招。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构建高标准

市场体系、打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难点、建设更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

全面绿色转型体制机制、加强经济安全能力保障，聚力

这些重大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其他领

域改革也要聚焦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谋划改革举措，实

现纲举目张。

善谋者胜，远谋者兴。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必将擘画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推

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以勇气为桨、以改革为帆，中

国式现代化将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

全国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增长3.1%，利润

总额增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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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

支柱和依靠力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

动，做强做优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

竞争力。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全

面推进、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国务院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在今年1月举行的

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表示，要深入实施

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加大改革统筹

推进力度，以钉钉子精神抓紧抓实各项重点

任务，强化落地见效，务求在重点领域取得

更大突破，力争今年底完成70%以上主体

任务。

转眼半年已过，各地在新一轮国企改革

中积极展现新作为。

截至今年4月底，甘肃省国企改革深化

提升行动改革任务完成率为48%。甘肃省

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接下来，甘肃省国

资国企系统将以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为

抓手，围绕增强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

争力，突出抓好经济运行调度、国资国企改

革、布局结构调整、产业协同合作、国有企业

党建等重点工作，加快推动省属企业高质量

发展，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甘肃实践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为国企重镇，辽宁省国企改革任务

较重、领域较多。今年前4个月，14户省属

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2.2%，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121.2%。值得关注的

是，今年4月，辽宁省正式启动百户国企改

革促振兴攻坚计划。辽宁省国资委从省市

重点国企中遴选出54户企业，扎实推进战

略规划、创新管理、央地合作等七个方面重

点改革任务，力争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国有大型企业和细分领域优势突出、特色

鲜明的“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可借鉴可推

广的经验。

为聚焦改革深化提升，宁夏国资国企把

深化改革作为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

“开山斧”和“金钥匙”，出台自治区国企改革

深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及区属企业“一企一

策”改革方案。据统计，在今年前5个月，宁

夏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72.82亿元，其

中地方监管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

增幅排名全国第九。

今年，湖南国资国企走出“向新攀登”的

向上曲线，紧紧围绕9个重点发展产业及6个

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创新链，因地制宜发

展新质生产力。其中，今年一季度，湖南省

国资委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455.48亿元，

同比增长5.22%，占比31.38%。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等战新产业拾级

登高。

作为关系国家能源安全和国民经济命

脉的特大型国有重点骨干企业，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深入实施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

持啃“硬骨头”、蹚“深水区”，探索践行大型

能源央企治理管控体系，更好发挥科技创

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为推动

公司“一体四翼”高质量发展、建设世界一流

企业注入强劲动能。

记者发现，国资国企在改革中不断发力

“新赛道”，更加注重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

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

值占比、品牌价值等五个方面价值。比如，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持续提升创新体系

效能，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积极打造燃机、氢

能、工业软件、人工智能四大创新联合体；

中国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聚焦激活科技

第一动力，加快发展有色金属新材料行业

新质生产力；广新控股集团向“绿”而行，充

分发挥资金、资源、产业和平台优势，围绕地

方所需，坚持企业所能，以扎扎实实举措全

力推进乡村绿化美化。

此外，在加大多元化研发投入方面，

国务院国资委资本运营与收益管理局局长

王海琳表示，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立足

自身职责定位，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同，在放宽规模限制、提高出资比例、注重

整体业绩和长期回报考核、明确尽职免责

容错条件等方面，给予中央企业创投基金更

大支持。

改革促发展，砥砺再出发。新时代新

征程上，国企改革全面发力、深入推进，将

不断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重大突

破和重要成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国企改革不断发力“ 新赛 道”

□ 本报记者 王晓涛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

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也是关乎群众生产

生活的“民生要事”。进入6月以来，北京、山

东、河南等地迎来高温天气，带动用电负荷

快速增长，能源行业逐步进入迎峰度夏期。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持续发挥煤电油

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作用，会同有关

部门、地方和企业，持续加强能源产供储销

体系建设，提前谋划安排各项保供工作，全

力保障迎峰度夏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全国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将

快速增长，最高负荷预计同比增长超过1亿

千瓦。”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说，全

国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高峰时段局部地

区可能供应紧张，如出现极端、灾害性天气，

紧张情况将加剧。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迎峰度夏期

间，如果出现持续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最

高用电负荷可能增加到1.3亿千瓦。

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的研究分

析，今夏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太湖流域、辽

河流域降水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西南地区

南部、华南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综合

判断，迎峰度夏期间，我国来水预计总体好

于2023年，但西南等地仍面临不确定性。

目前，国家能源局每天监测全国及重点地

区用电、电煤、机组出力情况；指导电网企业

优化调度安排，释放输电通道能力；激发煤电

机组满足调度顶峰要求，促进机组能发尽发。

记者注意到，为了应对夏季用电高峰，

国内一大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近期将陆续

投运，全面提高电力保障能力。比如，6月

底前，国家电网153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

将全部投运，提高电网安全保障能力。在

河北，邢台1000千伏特高压变电站新增的

1号变压器近日已投入运行，变压器总容量

从600万千伏安增长至900万千伏安，有效

提升山西、陕西等地外送电力的接受能力，

保障京津冀地区夏季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业内人士认为，一大批能源项目加速投

产，有助于在总量上加大电力保供力度，更

好适应迎峰度夏期间的高峰用电需求。

南方电网预计，迎峰度夏期间统调最大

负荷将达2.55亿千瓦。公司提前谋划部署，

重点度夏项目全部投产；通过生产指挥中心

进行24小时停电监视；优化高温联动响应机

制和抢修人员值守，提高故障抢修效率。

电煤稳定有序供应

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在能源保供

中发挥着“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1.98亿吨，水电来

水蓄水形势好于去年同期，为今年迎峰度夏

电力保供提供良好基础。

为打好夏季能源保供主动仗，放眼全

国，从淮河沿岸到西北腹地，能源企业全力

保障电煤供应在行动。截至6月23日，国

家能源集团当月自产煤3900多万吨，发电

量776亿千瓦时。

江苏作为用电大省，是每年夏季电力保

供重点区域。作为江苏省属实体能源企业，

徐矿集团坚决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秉持“应

发尽发、能发尽发、稳发满发”原则，成立迎

峰度夏电力保供领导小组，加强统筹谋划，

千方百计做好增产保供、增发保供、增量保

供、增储保供“四增四保”工作，不断增强能

源安全保障的稳定性、安全性、可持续性，以

能源电力保供之“稳”支撑经济发展之“进”。

在内蒙古扎哈淖尔露天煤矿，工人们正

在加紧生产，全力备战迎峰度夏。国家电投

内蒙古公司扎哈淖尔露天煤矿生产副总经

理徐勇超说，目前整套输煤系统正在满负荷

运转，原煤生产效率能达到每小时3600吨

以上。每天约有4.5万吨煤炭在这里装上火

车运往电厂。

为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煤安全稳定供

应，中国华电集团提前部署谋划，做到科学

精准调度，保障电煤安全稳定供应。在甘

肃，这家煤炭企业提前建立“迎峰度夏”电煤

保供应急协调机制，公司7个自动化综合机

械采煤工作面开足马力生产。实行错峰入

井的办法，提升入井人员运输效率、缩短交

接班时间，保证了原煤产出量。

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煤矿的日均产量

在1238万吨以上，对迎峰度夏企业煤炭安

全稳定供应提供了坚强支撑。

长协煤是满足发电的保障性用煤。入

夏以来，煤炭企业中长期合同严格履约兑

现。中国中煤营销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李迎平

介绍，中国中煤将坚决执行电煤价格政策，

度夏期间煤炭生产每天保持60万吨以上，

月均产量不低于2000万吨，全力保障迎峰

度夏用煤安全。

清洁能源保供作用凸显

能源保供版图中，不仅煤炭、油气等传

统能源“底气足”，光伏、风电、核能等清洁能

源保供作用也愈发凸显。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计，到2024年

底，我国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将达到13亿

千瓦左右，首次超过煤电，占总装机比重上

升至40%左右。

在世界最大的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基

地——雅砻江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国投

集团雅砻江公司发挥“一条江”联合调度优

势，抓住5月以来的偏丰来水，以雅砻江梯

级联合运行蓄能为川渝、华东、华中地区高

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电力保障，护航迎峰度夏

能源保供工作。截至6月25日，雅砻江梯

级联合运行蓄能102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71亿多千瓦时，能够为用电负荷地区提供

坚强电力保障。

在云南，作为“西电东送”南部通道的重

要电源，总装机规模超3000万千瓦的华能

云南分公司多能互补基地，运用跨流域梯级

电站调度控制系统，统筹水、火、风、光共济

增发，顶峰保供。6月1日~25日，基地累计

发电量超111亿千瓦时。

国网湖南电力滚动修订水库运行计划，

分类制定水库蓄水策略。6月连续强降雨

过程中，柘溪、凤滩、东江三大水电站采取

“汛前腾库、汛中调度、拦蓄尾洪”的方式调

度，整体蓄能值达到16亿千瓦时。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全国累计发

电装机容量约30.1亿千瓦，其中太阳能发

电装机容量约6.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约

4.6亿千瓦。越来越多的“风光”转化为万家

灯火、澎湃绿能。

在电力保供过程中，生产供应与顶峰能

力显然至关重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抓生产供应方面，国家发展改革

委将加强燃料供应协调保障，重点抓好煤炭

稳产稳供，保障重点地区发电用煤用气需求；

同时，抓紧补强局域电网、城中村老旧配电网

等供电薄弱环节。在抓顶峰能力上，国家发

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发电机组运行管理，尽

可能减少非计划停运以及出力受阻等情况；

同时，结合各类电源出力特性，推动水、核、

风、光、火等各类电源多发满发和储能设施的

科学充分调用，发挥顶峰支撑作用。

迎峰度夏保供保电不惧“烤”验
——今夏全国电力供应形势观察

6月27日，全国首个超大单机容量的海上风电机组项目——三峡集团漳浦二期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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