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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3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福建考察。这是 24 日下午，习近平在福州三坊七巷历史

文化街区考察时，向游客和市民招手致意。 新华社发

2001 年 4 月，习近平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考察。

资料图片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

好的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 7 月 30 日召

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

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把握

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是为了在

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惊涛骇浪中

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

续力，是一场需要保持顽强斗志和战略

定力的攻坚战、持久战。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决策部署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

索、主动作为，在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促

进经济循环畅通、扩大内需、推动绿色发

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开局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不少

需要抓紧解决和克服的突出问题。在当

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

不均衡的情况下，要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工

作纳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统筹考虑和谋

划，找准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切入

点，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新发展格局，坚

持问题导向，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选

取真正的重点堵点难点集中攻关，打好

攻坚战和组合拳，以重点突破带动引领

发展格局的战略转型，推动构建新发展

格局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推

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强化有利

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

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要把满足国内需

要、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更多关注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

央、地方和各方面积极性，推动部门高效

联动、区域协同发展。要挖掘国内市场

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加快贯

通县乡村电子商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

体系，加快推进“十四五”规划重大工程

项目建设，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资。

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

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环境出现了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

相对优势出现了变化。劳动力成本在逐

步上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达到了瓶颈，

旧的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已经难以持续，

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全面上升。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必须更强调自主创新，必须把

这个问题放在能不能生存和发展的高度

加 以 认 识 ，全 面 加 强 对 科 技 创 新 的 部

署。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加强基础研究，推动应用研究，开展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加快解决“卡脖子”

难题，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央企

业等国有企业要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

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

“链长”。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

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

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

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

动力。要加大改革攻坚力度，进一步激

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坚持高水平开放，

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既要持续深化商品、服务、资金、人

才等要素流动型开放，又要稳步拓展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要

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应对重点领域

潜在风险，守住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

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

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

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是推进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掌握

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

神，以更加坚定的思想自觉、精准务实的

举措、真抓实干的劲头，确保构建新发展

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贡献。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

本报评论员

盛夏时节，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常山

县聚宝村的 500 多亩荷塘花开正盛，游

客络绎不绝。

“通过流转荒地，打造出这片‘荷塘

月色’，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参观。”

聚宝村村委会副主任罗群介绍，“多亏

了山海协作工程，让我们这个小山村焕

发出新生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

江工作期间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

“八八战略”的重要内容。这些年来，历

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以贯之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

推动浙江成为区域发展最为协调的省

份之一。

“山区 26 县能否实现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能否取得标志性成果，事关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全局。”浙江省委主要负责

同志表示，浙江正进一步完善省域统筹

机制，创新实施山海协作升级版，念好新

时代“山海经”，推动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加快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飞地”建设提质提速

荷塘旅游红火了，54 岁的聚宝村村

民吴井玉变得更忙了。（下转第五版）

着力推动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浙江：山海协作升级
本报记者 李中文 窦瀚洋 刘书文

“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有我们今天的成功道路。”2021年

仲春时节，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第一站就来到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地武夷山，观苍崖碧涧，眺层峦叠翠，研朱子理学，感

慨而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生命力。

殷殷话语，重若千钧！

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就对福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

护以及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倾注了巨大心力——

在厦门，主持编制《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

略》，开启了科学保护鼓浪屿的新篇章；

在福州，为保护以三坊七巷为代表的福州古厝做了大量

工作，形成保护城市文脉的制度性安排；

在省里，积极协调推动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有关工作，实现了福建世界遗产零的突破；治理木兰溪，让千

年农业灌溉工程焕发新的生机；从炸药包下抢救文化遗产，使

“南方周口店”三明万寿岩遗址幸免于被摧毁；积极推动福建

土楼申报世遗；积极研究、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习近平对文化遗产保护及其与发展经济、城市建设之间

关系的思考，高屋建瓴，振聋发聩，闪耀着思想的光辉——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

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

就是保护历史；文物是珍贵的不可再生资源，保护文物就是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流连于碧水丹山，徜徉在古老坊巷，汲取这一片热土璀

璨文明的丰厚滋养，踏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途，仿

佛能感受到这声音穿越时空，直抵心扉。

第一篇章

守住民族文化的“根”与“魂”

“一片福州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

位于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起于晋，完善于唐五代，至明

清鼎盛。坊巷格局至今基本保存完整，是中国都市为数不多

的“里坊制度活化石”。

这里物华天宝，面积仅 39 公顷却保存有 200 余座古建筑，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 15 处，被称为“明清建筑博

物馆”。

这里人杰地灵，走出了林则徐、严复、沈葆桢、陈宝琛、林

觉民、冰心等灿若繁星的风流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

重要影响。

2021 年 3 月 24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期间

到访三坊七巷，听取福州古厝和三坊七巷保护修复等情况介

绍，步行察看南后街、郎官巷，参观严复故居。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

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对待古建筑、老宅子、老街区要有珍爱

之心、尊崇之心。

岁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脉悠悠。当年，正是在时任福州

市委书记习近平的重视和推动下，三坊七巷得以免遭破坏，一

大批历史文物古迹保留至今。

一场抢救林觉民故居的紧急行动，一系列包括“四个一”

机制在内的创新之举，揭开了福州文物保护事业的崭新一页，

为这座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美丽古城保住了文脉、留住了

乡愁。

2002 年 4 月，时任省长习近平欣然为知名学者、福州市文

物局原局长曾意丹所著《福州古厝》一书作序：“发展经济是

领 导者的重要责任，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

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同样也是领导者的重要责任，二者同等

重要。”

正因为较好地处理了“古与今”的关系，福州这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在发展中得到保护，在保护中得到了发展”，正焕

发愈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紧急行动保护林觉民故居

三坊七巷北隅，南后街与杨桥路交汇处，历经百年沧桑的

林觉民故居静立于繁华闹市之中，门前矗立着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往来的游客并不知道，那块市文物保护碑上，曾出现过一

个脸盆大的“拆”字。

这座典型的福州民宅，不仅走出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

一林觉民，也是著名作家冰心的故居。1911 年 5 月，林觉民在

广州英勇就义。消息传到福州，林家人为逃避清兵的追杀，躲

到福州远郊，将此宅卖给了冰心的祖父。冰心先生小时候曾

在此生活多年。

1983 年 8 月，林觉民故居被确定为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然而，没过几年，一场风波降临。

1989 年，福州市有关部门批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拆除

林觉民故居部分建筑，准备建设商品房。当时在一家集体所

有制印刷厂工作、热心文保事业的鼓楼区政协委员李厚威投

书《福州晚报》“建议完整保留林觉民故居”，但不久有关部门

还是决定按计划拆除。

时不我待。福州市政协委员张传兴也写信给刚到任不久

的市委书记习近平，并撰文《林觉民、谢冰心故居不容再拆》，

发表于 1990 年 12 月 1 日的《福建日报》，指出“如此不顾社会效

益，不免使人失望”。

习近平看到来信后，立即让福州市文管会核实，同时要求

有关部门暂缓拆迁。1991 年 1 月 27 日，他又作出批示，要求市

委办核实情况。

1991 年 3 月 10 日下午，福州市委、市政府在林觉民故居召

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近平亲自主持。到会同志视察了

林觉民故居、黄巷、衣锦坊以及琉球馆等，并就加强文物工作

进行了讨论。

时任福州市文管会常务副主任、福州市博物馆馆长黄启

权参加了会议。在林觉民故居二进大厅廊前，习近平问黄启

权：“老黄，这里是不是林觉民故居？”

黄 启 权 回 答 ：“ 对 ，我 们 站 的 地 方 就 是 林 觉 民 故 居 的

大 厅。” （下转第二版）

在保护与传承中凝聚强大的前进定力
—习近平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福建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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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东 京 8 月 1 日 电

（记者郑轶、刘硕阳、范佳元、

季芳）当地时间 8 月 1 日，东

京奥运会第九个比赛日，中国

体育代表团共赢得 3 金 1 银

1 铜。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

累计收获 24 枚金牌。

田径赛场接连传来令人

振奋的消息。女子铅球决赛

中，中国队选手巩立姣以 20米

58 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是中

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历史

上获得的第一枚田赛项目金

牌 。 在 男 子 100 米 比 赛 中 ，

中国队选手苏炳添在半决赛

跑出 9 秒 83，刷新亚洲纪录，

成 为 首 位 闯 入 奥 运 会 男 子

100 米决赛的中国运动员。

在跳水女子 3 米板决赛

中，中国队选手施廷懋一路领

先夺得金牌，中国队选手王涵

获得银牌。中国跳水队实现

在这一项目的奥运九连冠。

在羽毛球女子单打决赛

中，中国队选手陈雨菲赢得

金牌。（相关报道见第十、十一

版奥运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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