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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日 前 召 开 会

议，分析研究当前

经济形势，部署下

半年经济工作，指

出“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稳中向好”，要求“做好宏观政

策 跨 周 期 调 节 ，保 持 宏 观 政 策 连 续

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统筹做好今明

两年宏观政策衔接，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

今年以来，经济工作成绩来之不

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实现了新动能快

速成长、经济持续恢复增长、经济结

构调整优化。这一方面充分证明了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另一方面也

有力表明了宏观调控审时度势的科

学性，决策判断准、政策工具多、回旋

空间大。“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肯

定 成 绩 、坚 定 信 心 的 同 时 ，及 时“ 盘

点”年中经济，优化政策设计、抓好部

署落实，对于巩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

展良好势头、坚持不懈推动高质量发

展取得新成绩，意义重大。我们要准

确把握发展环境新变化新挑战，应对

好可能发生的周期性风险，把握好区

间调控，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扎

扎实实成效。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需要

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

续性。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

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经济恢

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我国经济在

恢 复 发 展 中 面 临 的 困 难 和 挑 战 不

少 。 当 此 之 际 ，要 正 确 认 识 经 济 形

势，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

现象下的本质；要看到我们的潜力更大、优势更多，从而

保持战略定力，不搞政策急转弯；要瞄准不确定不稳定因

素增强调控精准性前瞻性，着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健康

运行。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必须做好宏观政策跨周

期调节。谋全局谋大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调控

要坚持系统观念，“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上半

年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大

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需加强，部分中小企业和困难行业

恢复需要助力。为此，宏观调控要在做好逆周期调节基

础 上 加 大 跨 周 期 政 策 设 计 力 度 ，把 各 项 政 策 置 于“ 十 四

五”时期发展全局通盘考虑，统筹做好今明两年宏观政策

衔接。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要增强宏观政策自主

性。保持自主性是宏观调控有效性的内在要求。自主，意

味着立足国情，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全球经济一体

化背景下，要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坚持正常政策取向，

根据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兼顾内外均衡，把握好力度和节

奏。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稳健

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7 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PMI 三大指数连续 17
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表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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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能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做好今年经济工作“下半

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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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郑州 8 月 3 日电 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派，国务

委员、国家防总总指挥王勇近日在河南检查指导防汛救灾

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帮扶，加大救灾救助和抢修重建力度，抓紧恢复灾区生产生

活秩序。

8 月 1 日至 3 日，王勇在河南郑州、新乡、鹤壁来到受灾严

重的隧道、地铁和居民小区查看排涝清淤抢修进展，在金水

河、贾鲁河、卫河和常庄水库详细检查堤坝除险修复情况，深

入荥阳、巩义、卫辉、浚县等地受灾村镇社区、集中安置点、蓄

滞洪区仔细了解群众转移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看望一线抢

险救援队伍和干部群众。他指出，要切实增强灾害风险意识，

立足防大汛大涝、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细化实化应

急预案和措施，扎实做好防御极端灾害天气的充分准备，坚决

避免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真正把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期间王勇主持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

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克强总理部署要求，听取河

南和有关部门防汛救灾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全力做好受灾

群众安置救助和疫情防控，细致做好因灾遇难、失踪和受伤人

员善后抚恤，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防止因灾致贫返贫和

“大灾过后有大疫”。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加快已运用蓄滞洪区泄洪排涝，为农业生产和复工复产

创造条件。利用降雨间歇期全面开展出险水库、河道堤防、道

路建筑等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严防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和安全生产事故，早预警、早处置，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

移避险。全面准确核实人员伤亡等受灾情况，规范严谨发布

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加快补齐

防汛工作短板，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国家防总和各有关

部门要主动对接灾区需求，在技术、资金、项目规划、恢复重建

等方面给予全力指导支持帮助。

王勇强调，国务院已成立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调查组，要按照要求认真全面开展调查评估，对存在失职渎职

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警示和推动各地进一步加强

防汛防灾各项工作。

王勇强调

全力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帮扶
加快恢复灾区生产生活秩序

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

今年 100 岁了。

1935 年，瞿秋白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

际歌》从容走向刑场时，瞿独伊才 14 岁。瞿

独伊年少就继承了父亲的革命事业，在监狱

中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她用一支话筒以俄

语向全世界播报了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

上的讲话，用一支笔报道苏联经验、讲述中

国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革命精神

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历

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年仅 6 岁的瞿独伊跟随父亲瞿秋白和母亲杨

之华来到莫斯科参会。

会后，瞿独伊随父母留在苏联。1930 年

7 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国工作，为了躲避

国 内 白 色 恐 怖 ，他 们 只 好 忍 痛 将 瞿 独 伊 留

下。一直到 1942 年，瞿独伊都在苏联生活

和学习。

1935 年，瞿独伊到乌克兰游学，她偶然

从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顿

时头晕目眩，失声大哭，昏倒在地。经过抢

救，瞿独伊才慢慢苏醒过来。

关于瞿秋白慷慨就义时的场景，《大公报》

记者曾经记录下当时的情形：“瞿秋白至中山

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

步行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

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2011 年，瞿独伊撰文说，父亲瞿秋白唱

着《国际歌》从容就义，这首歌是由他翻译成

中文的，这种为信仰视死如归、忠贞不屈的精

神很感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有

些精神是永恒的，希望今天的人们能够继承

先辈的革命精神，让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事

业越来越兴旺。

生活艰苦朴素
工作成绩斐然

1941 年，瞿独伊和母亲离开莫斯科，从

新疆回国。途中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滞留、软

禁以至投入监狱。

敌人审讯杨之华等共产党员，未能获得他

们所需要的材料，策反也未成功，就盯上了年

纪尚小的瞿独伊。敌人表示：“你还年轻，只要

答应我们的条件，出狱后会很快给你找一份工

作。”面对威逼利诱，瞿独伊断然拒绝。狱中，

瞿独伊和大家一起参加静坐绝食的斗争，参加

悼念难友牺牲的纪念和抗议活动……

青春年少，已然有父亲之风骨、革命者之

精神。

1946 年，中共中央将她们救出并送至延

安。瞿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母亲在监狱里

就申请入党，到延安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组织表示，瞿独伊没有预备期，因为她在

监狱里就已经经受住了考验。”

延安时期的生活对瞿独伊的人生产生了

巨大影响，如今瞿独伊的家中，装饰和布置十

分简单——布沙发、木书架、塑料暖壶。艰苦

奋斗、节俭朴素的品质，瞿独伊保持了一辈子。

生活上艰苦、朴素、低调，工作中成绩斐

然，瞿独伊参与并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时刻。

1949 年 10 月 1 日，瞿独伊通过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用俄语向全世界播报了毛泽东主席

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瞿独伊说：“我是含着

眼泪翻译解说大会盛况的。”

1950 年，又一重任落在瞿独伊和丈夫李

何肩上，他们作为我国第一批驻外记者赴莫

斯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

克服重重困难
全心全意工作

离开苏联近 9 年后，瞿独伊重新踏上了

远赴他乡的征程。

在赴莫斯科的旅途中，瞿独伊夫妇就开

始了采访工作。当时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

埃代表选举，在列车上也设了投票箱。瞿独

伊夫妇便采访列车上的旅客，完成了从国外

发回的第一篇新闻。

在初期的采访报道工作中，瞿独伊夫妇

面临许多困难，诸如他们只能在莫斯科周围

50 公里以内的范围活动，一切对苏联人的采

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发稿费

用高、发电讯工序繁琐，等等。

一天，瞿独伊夫妇像往常一样乘公交车

送稿件到苏联外交部新闻司，下车后突然下

起暴雨，夫妇俩全身都被淋透。“苏联工作人

员笑着问他们，怎么不雇个人送材料？怎么

不自己开车？母亲回答说，现在新中国刚成

立，凡事都要为国家节省一点，我们自己送，

不麻烦。”对瞿独伊经常提起的这个片段，李

晓云记忆深刻。

当时，面对国家给他们的工资待遇，“父

亲李何说，‘我不够格拿这么多钱，要降低一

些。’瞿独伊说，‘我不如你，那得再降一些。’”

李晓云回忆道，最后两人都主动降了工资。

他们所得稿费绝大部分都交了党费，还自费

购置记者站所用的收音机和照相机等。

1957 年 1 月 17 日出版的苏联《真理报》

上有一张新闻照片，记录了瞿独伊站在周总

理身旁作现场翻译的场景。当时中国缺少俄

语翻译，所以周总理以及国内代表团访苏时，

常常由瞿独伊担任翻译。

“他们全心全意为国家工作、为人民着

想，没有其他的想法。”李晓云说。

立足本职岗位
勤勤恳恳奉献

“母亲教育和引导我们晚辈，从来都是以

身示范。对于之前的人生经历和工作成绩，

她很少提起。母亲总是很积极地工作，很热

情地待人，很朴素地生活。”李晓云说，“母亲

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代表。我们都认

为，这枚‘七一勋章’不仅仅是颁授给瞿独伊

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千千万万像母亲一样为

国奉献的同仁们！”

从苏联回国后，瞿独伊先后参加了中共

中央编译局《毛泽东选集》中译俄校对工作和

《瞿秋白文集》编辑出版工作。瞿独伊一直严

于律己，从不搞特殊化、从不向党伸手，也从

未向组织提出过职务和待遇上的要求。1982
年，瞿独伊忠诚为党工作 45 年后正式离休。

离休后，老人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向上

的心态。虽然年事已高，但她仍然关心国家

发展、关心年轻人成长。2018 年，96 岁高龄

的瞿独伊抱病在微纪录片《天地英雄气》中出

镜，她清唱起《国际歌》，一字一句缓缓沁入观

众的心底，感染了许多年轻观众。

百年初心未改，矢志丹心报国。瞿独伊，

这位赓续红色血脉的革命先烈后代，立足本

职岗位，勤勤恳恳奉献，用一生的时间，书写

了一名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崇高风范。

革命先烈后代瞿独伊—

百年初心未改 矢志丹心报国
本报记者 郑海鸥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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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将这一重要思想对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各项要求转化为制度规定、确立为

制度遵循，以制度来保证党和国家全部工作

始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二）紧紧围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

党内法规体系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在不同

历史时期，都重视通过党内法规巩固党的领

导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保证全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统一行动，保证

人民群众自觉接受、有效贯彻落实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七大

党章系统总结民主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

验，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必

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及革

命的国家组织之中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

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四个服

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最根本的是

全党服从中央。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全国执

政条件下建立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进行了

许多探索，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

党的团结的决议，强调“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

是党的中央”。改革开放后，党的十一届五中

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作出明确规定，党的十二

大党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制定

修订一系列党内法规，从制度上保证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推动“两个维

护”深入党心军心民心，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

到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落实到各级各类组

织的活动之中。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深刻把握党的领导的历史逻辑、现实逻

辑、实践逻辑，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一切

工作的领导，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健全党的全面领导

制度，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

执政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我们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历来注重加强作风制度建设，保证党始

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战争

年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不侵害群众利益作为铁的纪律，使党和

军队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之情，成为革命

胜利的力量源泉。党的七大首次将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

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

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

建立广泛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始终把

密切党群关系作为执政的重大问题，党的八

大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因

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

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

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进入改革

开放新时期，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

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强调“人民群

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

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

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的十八大

闭幕不久，党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

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推动党风政风焕然

一新，党的十九大党章强调“党在自己的工作

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

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

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

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通过完善制度着力防范脱离群众的危险，

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党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四）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一贯

要求和根本方针，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

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我们党推进党的

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全国革命胜利前

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严肃提出拒腐防变问

题，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

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

及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等规定，这些规定

后来都作为党内法规下达给各级党组织。新

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连续制定一系列防止腐

蚀的纪律规定，告诫全党同志警惕骄傲自满

和糖衣炮弹攻击，对党内各种不良现象展开

斗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根据改

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出

台一系列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大力推进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四大考验”日益严峻复杂、“四种危险”

更加尖锐凸显的内外形势，党中央以前所未

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

党制度笼子越扎越牢，极大增强党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深入贯彻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的决策部署，坚持标本兼治，更加注重制度的

治本作用，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紧跟

管党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进一步创新

和完善管党治党制度规定，确保党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五）紧紧围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服从和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是

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牢牢把握的一条

重要原则。在党的百年历程中，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始终从党的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

展阶段出发，科学确定自己的目标任务，为实

现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和政治任务

提供有力制度保障。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法

规制度为党领导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保证。

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法规制度有力捍卫了党

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坚持从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要

求出发，有力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

的贯彻实施。进入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更是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

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来加强和

推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

代主题，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自觉放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来

谋划和推进，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在

哪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就推进到哪里，经济

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什么，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就重点保障什么，更好发挥党内法规制

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

作用。

（六）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

制度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为新中

国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

宝贵经验。夺取全国政权后，我们党团结带

领人民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建

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

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

革开放后，我们党鲜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

断完善国家治理，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制度保

证。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就

决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

统领地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制度。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来 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以来 4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党的领导制度

的建立健全，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的确立，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坚持和完善，也不可能有国家治理体系和国

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始终着眼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在坚

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方面下更大功

夫，把党的领导体现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有效转化为国家制度优势和国

家治理效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焕发

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七）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不断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

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

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

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

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但之后也走过

一段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正反两方面经

验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国要有国法，党要

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

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不断加强

和改进对法治建设的领导，把依法治国确立

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

执政确立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更加注

重把党的各项工作纳入党内法规制度轨道，

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

运、长治久安的战略全局高度定位法治、布局

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创造性地提出坚

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推动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把形成完善

的党内法规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

求，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互补性

作用，正确把握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努

力形成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以更加完善的法治保

证党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

结束语

奋斗创造历史。中国共产党从 100 年前

建党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到今天已经成为拥

有 9500 多万名党员、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

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

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的一条重要经验，是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依据。

使命昭示未来。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

民族千秋伟业，现在已经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将乘

风破浪、勇往直前，为“中国号”巨轮驶向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