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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 46.1%，城镇

新增就业 1206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5.22%……不久前公布的 2022年经济社会

发展数据，见证中国经济无惧风雨的强大韧

性、行稳致远的澎湃动能，也凸显出以重大

发展战略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价值

和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问题是一个

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百年来，我

们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

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

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

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提出、实施一系

列重大发展战略。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统

揽全局的战略思维、科学准确的战略判断、应

时顺势的战略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恰如国

际人士的观察：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归功于

正确的发展战略导向等因素。

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越是关

键时期、重要节点，越要在战略上作出准确

判断、进行科学谋划。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世界并不太平的国际形势，面对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潮流，

惟有大战略、大谋划方能应变局、育新机、开

新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

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

“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优化人口

发展战略”“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的这些重大发

展战略，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宏图伟业的重

要动力，也是落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抓手。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我们必须聚焦现代化建设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

关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增强贯彻落实各

项重大发展战略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

和决策。审视当下，中国发展在取得举世瞩

目成就的同时，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比

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推进高

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确保粮食、能

源、产业链供应链可靠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

还须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群众在就业、教育、

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不少难

题；等等。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的重大发展

战略，是从我国发展现实课题中得出来的，

是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总结出

来的，是为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来

的。每一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指向，都与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一致，与深刻把握战略性有利条件的客观

需要一致。发挥好重大发展战略的牵引作

用，赢得战略主动、构筑发展优势就有了重

要 保 障 ，有 效 应 对 风 险 挑 战 就 有 了 坚 实

支撑。

任其事必图其效。习近平总书记曾讲

过这么一个例子：“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

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

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

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

吃什么更重要。”战略即方向，战略上判断得

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

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长期以来，我们

党形成了一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和优势，就是

言必信、行必果，确定了重大战略目标就以

钉钉子精神坚韧不拔抓部署、抓落实、抓督

查，全党动手，全国努力，尽锐出战，锲而不

舍，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对党员干部而言，

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是能力本领的

有力体现，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是胸怀“国之大者”的必然要求。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置身历史发展关键当口，回头

望，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发展、对

外开放等关键词，已经深深镌刻在现代化建

设的战略版图上；看前路，扩大内需、文化数

字化、就业优先、全面节约等重大战略，将继

续引领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征途中勇往直

前。历史选择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

人必将创造新的历史！

战略问题是根本性问题
——落实重大发展战略，开创事业新局①

李 斌

来到山东东营，记者沿垦利黄河大堤

而行。走进杨庙社区，只见水泥路笔直宽

敞，居民楼排布整齐；听着“嘀嘀嘀”声，一

辆辆公交车有序驶过。路过社区广场，人

们通过一曲《南展颂》歌唱生活的喜悦。

杨庙社区的生机勃勃，是沿黄群众过

上好日子的缩影。近年来，山东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成黄河滩区迁建

工程建设，让 60 万滩区群众住进新房。保

安宁、强帮扶，兴产业、谋发展，沿黄群众人

均可支配收入明显增长，昔日“穷窝窝”变

成了美丽家园。几位老人抚今追昔，不免

感慨：“从前，到处水汪汪，生活难变样。如

今，新农村新面貌，生活大变样。”

黄河流经山东 9 个市，河道长 628 公

里，全线均为“地上悬河”。近年来，山东累

计投入 1300 多亿元，实施河道整治、防洪

减灾工程，除害兴利。在东营市利津县黄

河王庄管理段会议室，段长殷和亮打开管

理系统，轻点鼠标，辖区内河势一览无余。

通过这一系统，可实时查看河势工情，帮助

研判汛期，实现精准调度。殷和亮说：“视

频巡查代替步巡，准确又高效。”科技治黄、

智慧治河，助力实现以黄河安澜护百姓安

宁的目标。

保护黄河、治理黄河，重在确保大河无

大险；滩区迁建、百姓迁居，旨在共赴好生

活。对群众而言，“身安”与“心安”一个也不

能少。在泰安市东平湖畔的前埠子村，见到

“电商达人”谢庆丽时，她正在捞活蹦乱跳的

鲤鱼，切块、称重、打包，一气呵成。同样是

卖鱼，以前要去几十里外的城里发货，现在快递车直接开到了家门口。她

笑容满面：“要俺说，新生活越来越滋润，新窝窝越住越舒心。”安得了居、安

得好居，创得了业、创得好业，群众实干奋斗的劲头足着咧！

群众安居创业，有赖于产业支撑。《山东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提出，相关地区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因地施策促进特色产业发

展”。淄博市高青县蓑衣樊村的黄新海，尝到了政策甜头。在毗邻黄河、

三面环水、湿地连片的村庄，老黄办起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他高兴

地说：“生意红火火，一桌接一桌。致富有盼头，日子有奔头。”沿黄地区有

资源、有优势更有条件走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之路，应当在保护好生态的

前提下，做优做强特色产业，千方百计增加群众收入。

让好日子“更上一层楼”，还有不小提升空间，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完善配套设施。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孝兴家

园，居民王守学给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生活感受：“自从搬进新房、修了新

路，出门有学校、卫生室，出行、上学、看病都不再难，家家户户都通了天

然气、自来水、互联网。”点滴变化，托举起群众的幸福感。从安居到乐

业再到稳步提升生活品质，只有不断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

和可及性上出实招、下功夫，才能让群众真正得实惠、添福祉，更好融入

新家园、建设新家园。

大河奔涌幸福来，美好生活开新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

改善民生，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采取更多惠

民生、暖民心举措，不弃微末、久久为功，定能让沿黄群众生活芝麻开花

节节高，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作者为本报山东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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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大学老师。除了教授本专业的课程外，我还开设了一门

书法课。一开始，这是为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书法选修课，后经

过调研评估，课程被命名为“中国书法艺术”并向全校开放。课堂上学

习书法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的专业背景也越来越丰富。

书法是一门艺术。我和课堂上的学生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努力把

汉字写得更好看。这不仅是为了增强书写能力，更是在涵养文化品

位。除了讲授书法史、书法理论和书写心得，我还带着学生练习、临帖，

每学期安排几次外出观摩学习著名碑刻。通过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

学生们可以全面了解汉字的特征和演变史，于方寸之间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之美，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文化自信。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研习书法，往往也能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为了增进学生们对书法的兴趣，我通常会在基本练习后，指导他们写自己

最熟悉的字。有名学生专门学习了自己姓氏的不同字体写法，到学期

末能写出一个尺幅很大、颇有神采的行体字。学生在日复一日的练习

中领悟书法艺术的奥妙，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不断增

强，并从中获得更多快乐和成就感。这成为促进他们刻苦练字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门书法课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让更

多人因为书法产生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有一个选修书法课的学生，

毕业后去国外攻读研究生。她告诉我，中国留学生在当地华文学校兼

职通常都是教汉语，而她却多教了一门书法课。跟她学习的有华人，也

有不少当地人，他们都对书法很感兴趣。书法这门中国艺术，正在异国

他乡承载着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职能。

一支笔、一方墨、一张纸、一本帖，书法中蕴含着独特的中国审美、

中国情感、中国智慧，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重要抓手。让书法中的

人文韵味、审美趣味走近大众，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美育精

神的应有之义，也是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如今，不少修完课

程的学生，还会时不时把习作发来让我点评。我相信，随着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中国书法这门艺术会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而我

也很愿意在三尺讲台上，将美的种子播撒到更多人的心中。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笔墨润心 教学相长
石新民

【人物】爱写诗的环卫工黄新生

【故事】近期，湖南长沙一名环卫工人

黄新生的故事受到广泛关注。她手握扫

帚，早出晚归，经常一身尘土，却凭着对文

学的热爱坚持读书写作，4 年多创作了 300
多篇诗歌作品。在朋友及子女的鼓励下，

黄新生报考了全国高等自学考试，选择了

自己最爱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通过了

3 门考试。现在，她还在努力学习，渴望有

一天能圆大学梦。

【点评】

如何在柴米油盐、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寻

得诗意，抵达梦想的远方？爱写诗的环卫工

人黄新生用热爱和坚持给出了答案，让我们

看到平凡的生活一样可以充满诗情画意。

梦想犹如明灯，能照亮跋涉者心中的

每一个角落。黄新生的故事，让人感触尤

深。她从小喜欢读书写作，高考失利后，因

家庭困难，只能放弃学业，踏上打工之路。

几十年间，她辗转湖南、广东，种过田、当过

印刷工、摆过摊、干过环卫，却始终没有放

下心中的文学梦。工作之余，她每天都要

捧书畅读，有了灵感就进行创作。半辈子

的风雨，都被她写进了诗里。环卫工作不

易，她落笔“你们日复一日地梳洗着城市”

“你们在落叶缤纷的光影里拾掇岁月”；在

雨中工作，她写下《赠寒雨歌》，感怀“先施

风雨，再布彩虹，冬风虐罢春雨酬”……正

是因为有文学的浸润、有梦想的指引，她才

能用内心的笃定驱散阴霾，在平凡的生活

中诗意地栖居。

逐梦之旅，不可能一帆风顺，常常布满

荆棘与坎坷。黄新生也曾经受过人生的苦

难磨砺。人到中年，一场意外夺走了丈夫的

生命，经济的压力、心灵的痛苦，压得她喘不

过气。她孜孜不倦、埋头苦读，坚持在公交

车上写，在餐前午后的片刻休息时写，在彻

夜难眠的午夜和凌晨写，在一字一句之间，

与生命对话、与生活和解。不懈的追求和奋

斗，成就了如今的黄新生，拿起扫帚能养家

糊口，放下扫帚能纸上放歌。可见，联接梦

想和现实的，是哪怕艰难，也不弃微末、不舍

寸功的坚守；沟通平凡和诗意的，是纵使困

顿，也不改内心的梦想、不忘心中的热爱。

兴之所起，一往情深。所有的梦想都源

于热爱，成于热爱，对诗意的追寻亦如此。

保安大叔许一飞，从小学习书法，虽因贫寒

辍学却从未放弃，写废了 2000多支毛笔，荣

获兰亭奖；外卖小哥雷海为，在忙碌的工作

中坚持背诵古诗词，一举拿下了《中国诗词

大会》的总冠军；侏儒症患者沈明辉，一心一

意苦练画技，成为小有名气的画家……他们

和黄新生一样，无论起点如何、经历怎样，都

因为内心不变的热爱而让生命有了不一样

的色彩。而这份热爱，源于生命不屈的意

志，源于对生活美好的追寻。

世界纷繁芜杂，人在其中或许渺小平

凡，甚至有苦痛挣扎，然而梦想却可以自由

飞扬。在平凡生活中保持热爱、保持奋斗，

每个人都可以奔赴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用热爱奔赴生活的远方
宋 威

■现场评论·开局之年共奋进⑥R■评论员观察R

■金台随笔R

发挥好重大发展战
略的牵引作用，赢得战略
主动、构筑发展优势就有
了重要保障，有效应对风
险挑战就有了坚实支撑

■中国道路中国梦·强国复兴有我R

在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紧
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
心举措，不弃微末、久久
为功

■暖闻热评R

一段时间以来，多地医院依托心理科

室开设“学习困难”门诊，引发社会关注。

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问诊，有时甚至出现

“一号难求”的现象。孩子学习情况始终是

父母关注的一个重点，“学习困难”门诊的

出现，回应了许多家庭的现实需求。

据调查，在前来问诊的孩子中，有的是

“不愿学”，由于出现焦虑等情况因而注意力

不集中、缺乏自信，属于情绪和精神心理障

碍。有的则是“不能学”，存在多动症、自闭

症、阅读书写障碍、精神发育迟缓等状况，属

于神经系统发育问题。前者可以通过心理

干预、家校配合，引导孩子重拾信心；后者则

必须采取药物治疗、行为训练、运动辅助等

方式，帮助孩子重回正轨。一位医生表示：

原本并没有“学习困难”这个诊断类别，之所

以用这一名称开设诊室，是因为部分家长、

老师不能分辨学习困难的源头是生理还是

心理因素。使用相对通俗的诊室名称，有助

于提示社会更早、更好关注孩子身心健康发

展，防止“药不对症”“有病乱投医”。

需要注意的是，“成绩不好”不等于“学

习困难”。导致“成绩不好”的原因多种多

样，未必都能通过“学习困难”门诊治愈。

通过诊疗发现，一些学生学习能力没问题，

成绩不理想更多是因为不恰当的教育方式

和不适宜的学习环境。有的老师给学生太

多压力，挤占休息和运动时间；有的家长信

奉“棍棒之下出高分”，导致孩子对学习产

生抵触情绪；有的家庭麻将声不绝于耳等，

分散了孩子的注意力。对于类似情况，与

其从孩子身上找原因，不如从家长、老师身

上找问题；与其依赖门诊治疗，不如在日常

生活中给予孩子更多关心和尊重。

许多人之所以不理解学习困难的成

因，是教育理念出了偏差。时下，仍然有人

存在“学习不好就是懒”“叛逆不听话，所以

考得差”“好学生一定没心理问题”“多花点

时间一定能提高成绩”等偏见。教育是一

门科学。学习成绩受能力、心态、环境等多

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学习

困难”门诊的出现，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

提醒我们以更科学的方式教育下一代。

教育必须遵循基本规律，“学习困难”

门诊也不能解决所有学习问题，更没有变

“学渣”为“学霸”的魔力。基础教育是全社

会 的 事 业 ，需 要 学 校 、家 庭 、社 会 密 切 配

合。孩子学业不理想，需要各方分工合作、

凝聚合力，通过营造良好环境、优化教学方

法等，让祖国的花朵在共同呵护下茁壮成

长。对于学习困难，则要分清哪些是医疗

问题，哪些是教育问题，找准症结、对症下

药，为他们克服困难提供坚实的依靠、有效

的帮助。

学习固然重要，但学习不是全部。除

了学习成绩，健全的人格、强健的体魄、正

常的认知对于孩子走好未来的人生路也至

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开设“学习困

难”门诊不仅仅聚焦于学习问题，也要通过

科学诊疗，启发家长、学校、社会更新教育

观念，合理调整对成绩的预期，让孩子在合

适的年龄里做合适的事，成长为拥有健全

人格的人、快乐生活的人。

以更科学方式教育引导下一代
马 原

教育必须遵循基
本规律。基础教育是全
社会的事业，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密切配合

2022 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

量和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

量的 47.3%、55.2%和 49.0%，以修正总吨计

分别占 43.5%、49.8%和 42.8%，各项指标国

际市场份额均保持世界第一。2022 年，我

国分别有 6 家造船企业进入全球造船完工

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前 10 强。

这正是：

出海创新绩，

订单显实力。

智能促转型，

行业再升级。

燕 陆文

本版邮箱：rmrbpl@163.com （来稿请注明栏目名）

本版责编：刘天亮 彭 飞 孟繁哲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

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审时度势作出相应战略部署尤为重要。党的

二十大着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目标任务，部署实施一系列国家

重大发展战略。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一起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

精神，共同探讨如何推动各项重大发展战略落地落实。

——编 者

上图：山东省威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这里汇聚了一批装

备项目，已形成百亿元海工装

备产业集群。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左图：在江西省九江市都

昌县造船总厂船舶制造工地，

工人在进行焊接作业。

傅建斌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