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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漫步于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汉江画

廊码头，目之所及，碧波荡漾，远处青山绿

意盎然……“以前，矿山开采导致河水被污

染了。经过多年治理，如今，河里的水变清

了。我们不仅在自家菜园里种上了辣椒、

茄 子 等 蔬 菜 ，还 通 过 发 展 茶 园 实 现 了 增

收 。”白 河 县 卡 子 镇 凤 凰 村 村 民 刘 礼 川

介绍。

近年来，白河县出台“硫铁矿区污染综

合治理总体方案”，按照“全面排查、总体规

划、分步实施、系统治理”的工作要求，推动

实施“源头减量、过程控制、生态恢复”的治

理思路，积极推动治理工作。

监测显示，与 2020 年相比，治理区域

河道断面污染物浓度持续下降，厚子河入

白石河、白石河入汉江、汉江出陕等断面水

质均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白河县将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不断加强治理区域水质监测，积极构建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绿色产业体系，努力

绘就生态美、产业兴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白河县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陕西省白河县加大水域治理力度——

护水清岸绿 建美丽乡村

（上接第一版）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因为全部社

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

的中国共产党人，深谙行动的价值、实干的力量。《决定》

覆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构筑了全景图，是指导

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制定这一

纲领性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写好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这一实践续篇和时代新篇，把“全景图”转

换为“实景图”，要求党员干部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坚定行动派、实干家，团结带领广大群众抓好改革落实，

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落地落细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它的里

程碑意义，将随着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而不断彰显。

学深悟透全会精神才能更好
行动和实干

学习好才能贯彻好、落实好。坚定的行动自觉建立

在坚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之上。只有在思想上清醒

而坚定，才能在行动上坚强而有力。抓好改革落实，当好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指导，

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坚持正确

政治方向，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

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绘就了恢宏的改革蓝图，鲜明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上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阔，解放思想、求真务

实，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我们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领会，

对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了然于胸，为贯彻落实打下坚

实基础，为行动和实干提供根本遵循。

思想是行动和实干的旗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前人不曾走过的道路，必须有

正确指导思想引领前行之路。只有坚持正确指导思想，

改革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

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社

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行进到当下，我们面临的形

势环境之复杂前所未有，肩负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

巨前所未有，改革大船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改革行稳致远提供了

“导航仪”。我们要按照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指引的方向前行，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移、不能动摇。在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科学

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改革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明确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推进全

面深化改革等重大问题，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

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具有政治性、人民性、实践

性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共性特质，还具有强烈的历史主动、

坚定的守正创新、鲜明的问题导向、系统的战略布局、深

厚的人文观照、深邃的世界眼光等理论特质。党员干部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

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把握其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和实

践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

目标是行动和实干的目的。目标明确，行动才能知

所趋赴，实干才能有的放矢。在改革进程中，我们党总是

善于以明确目标形成最紧密的团结、激励最有力的奋

斗。《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一总

目标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

标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丰富和发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明确了方向，展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壮丽前景，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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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主动，充分体现了我

们党在改革上道不变、志不改和接续奋斗的坚定决心。

把握住总目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和实干就有

了“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就能抓住主要矛盾和矛

盾的主要方面，就能把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有机统一起

来，向着总目标不断前进。

原则是行动和实干所遵循的基本准则。重视对以

往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形成重大原则，是我们党重

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从全面深化改革到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每一次新的启程，都要回望过去、

总结经验，让前行之路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智慧之上，走

得 更 稳 更 远 。《决 定》提 出“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原

则”，这是我们在行动和实干中必须贯彻好的。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

这“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不断深

化对改革的规律性认识的重大成果，体现了高瞻远瞩

的改革韬略、深谋远虑的改革智慧，对于增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改

革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我们在抓落实中必须

严格遵循、长期坚持。

重大改革举措是行动和实干的着力点和发力点。《决

定》全面部署各领域各方面的改革，确定了 300 多项重大

改革举措，都是涉及体制、机制、制度层面的内容。这些

重大改革举措坚持问题导向，对准难点痛点堵点，破除体

制机制藩篱，既具战略性、前瞻性，又有针对性、可操作

性，改革味道浓、改革成色足。每项改革举措的出台都经

历了严谨周密的论证，都凝结着方方面面的改革智慧，都

将对相关领域改革工作产生重要促进作用。落实好 300
多项重大改革举措，就要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其内涵和

指向，确保改革最终效果符合预期目标。要登高望远、胸

怀大局，把每项改革举措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中去把握，弄明白其如何从实

践中来、奔着什么问题去，在整体改革中承担什么角色、

发挥什么作用，与其他改革举措的关系，确保不偏不倚、

不打折扣、精准有效落实。

学深悟透全会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当好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必须下一番真功夫、苦功

夫，坚持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相结合，把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和贯通起来，

深刻把握全会提出的重要思想观点、重大战略部署、重大

改革举措所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

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为抓好改革落实

打下坚实基础。

以抓好改革落实彰显担当作为

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就要抓好改革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改革走过

千山万水，取得伟大成就，离不开以行动和实干抓好改革

落实；改革要跋山涉水，开辟广阔前景，还要靠行动和实

干抓好改革落实。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在学深悟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以钉

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彰显担当作为。

强化责任抓好改革落实。改革举措能不能落实到

位，落实责任是关键。讲责任、负责任，再大的困难也会

想出办法去克服；不讲责任、不负责任，再小的困难也会

觉得是很大的麻烦。只有层层负责，才能层层落实。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 336 项改革举措之所以能一项项落

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分解任务、明确改革责任，以

责促行、以责问效。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每一项改革举

措的落实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情况，更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紧压实责任。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体设

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各级党委（党组）负责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要切实承担起谋划推进本地区本部门改革

的责任。改革没有旁观者和局外人，广大党员干部要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紧密结合自身的工作职责，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要增强深化改革的自觉性、提

振锐意进取的精气神，摒弃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

责、得过且过等一切消极心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自觉把改革的责任装在心中、扛在肩上、落实为行

动。还要把重大改革落实情况纳入监督检查和巡视巡察

内容，真刀真枪促进责任落实、改革落地。

聚焦问题抓好改革落实。问题是时代的呼声，是事

物矛盾的表现形式，也是改革的逻辑起点。改革是由问

题倒逼而产生，改革就是奔着问题去的，改革又在不断解

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是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密码。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

堵点问题、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热点问题、民生方面的难

点问题、党的建设的突出问题、各领域的风险问题。《决

定》确定的 300 多项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奔着问题去的，

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抓好改革落实，必须强化问题

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解决问题下真功夫、苦功夫，让

“问题清单”最终成为“成果清单”。看改革举措有没有落

实，就要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决不能脱离问题抓落实，让

改革陷入空转之中。解决问题特别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

题，不可能轻轻松松，要有勇气、有智慧、有韧劲。党员干

部要敢于触碰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困难多、难度大的改

革不绕道、不回避，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接烫手山芋、

敢钻矛盾窝，敢于担当作为。

探索创新抓好改革落实。改革体现为革故鼎新、推

陈出新，改革需要创新，改革就是创新。改革的成色足

不足，关键要看创新的力度强不强。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探索性事业，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决定》确定的 300 多项重大改

革举措都是创新性举措，许多战略部署主要是战略性、

前瞻性、方向性的，还需要在探索创新中制定周密可行

的改革方案。这就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

在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精神的基础上，紧密结

合实际，因地制宜，探索创新抓好改革落实，创造可复

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探索创新、敢作善为，是在深

刻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总目标、重大

原则等基础上的主动作为，是在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

部署意图之后的创造性作为，是遵循全面深化改革和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科学作为，这是当好坚定行

动派、实干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探索创新、敢作善

为，才能防止在落实中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避免机

械执行、简单化、“一刀切”。探索创新抓好改革落实，

要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把

基层作为探索创新的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走好新时

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发挥群众首创精

神，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在总结基层经验、汇聚群

众智慧中把改革举措更好落到实处。

务求实效抓好改革落实。抓好改革落实，既要有目

标 导 向 、问 题 导 向 ，更 要 有 结 果 导 向 ，始 终 紧 盯 实 效 。

《决 定》提 出 ：“ 以 实 绩 实 效 和 人 民 群 众 满 意 度 检 验 改

革。”这就要求我们务求实效抓好改革落实。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是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

性矛盾，越向纵深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就越复杂越尖

锐，急流险滩也就越多，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那些用

轰轰烈烈形式代替扎扎实实落实的形式主义，那些高

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不可能真正

啃下硬骨头。改革要取得实效，让人民群众真正满意，

必须求真务实抓落实，不能只看“做没做”，更要看“做

没做成”，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顽瘴痼疾，

不耍花拳绣腿，不搞繁文缛节，不做表面文章。务求实

效抓好改革落实，就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而是要

身体力行沉下去，下足细致功夫，弄清楚每项改革举措

的创新点、关键点，实打实、硬碰硬，聚焦、聚神、聚力抓

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改革、促

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务

求实效抓好改革落实，要让改革成果可感可及，真正让

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改革实效书写不负人民的改革答卷。

改革潮起风正劲，奋楫扬帆当此时。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历史赋予的责任，我们使命

在肩，不可懈怠，不能辜负。广大党员干部要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抓好改革落实，当好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团结带领广大群

众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前

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本版责编：张彦春 刘涓溪 吴 凯

近年来，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供电部门加大“光伏+菇棚”建设力度，推动光能和土地集约化、立体化综合利用。截至目前，当地已建

成光伏菇棚基地 9 个，总装机容量 27.1 兆瓦，年上网发电量预计 2396 万千瓦时。图为古田县杉洋镇杉洋村“光伏+菇棚”食用菌基地。

林 强摄（影像中国）

创建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配套完整的

水声工程专业，首先开展国内水声定位系统

研制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解决了国际上一

直难以攻克的水洞降噪和测量方法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

杨士莪，担负“谋海济国”的使命担当，为我

国万里海疆装上“耳朵”和“眼睛”。

今年 3 月 19 日，杨士莪因病在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逝世，享年 93 岁。作为我国水

声工程学科奠基人和水声科技事业开拓者

之一，杨士莪为我国水声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自力更生、从零开始，
投身海洋科研事业

1931 年 出 生 的 杨 士 莪 ，童 年 正 逢 战

乱，在流离辗转的生活中，逐渐在心底埋下

了科研报国的种子。

青年时的杨士莪思考，参与海军建设

既能完成报国夙愿，又能在国家建设中找

到一个适合自己并能胜任的岗位。

1950年，杨士莪选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

肄业，报名参军，到大连第一海军学校任教，

带着满腔热血投身海洋科研事业。从此，杨

士莪的简历上一直写着“清华大学肄业”。

1952 年，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杨士莪来

到哈尔滨，扎根这片黑土地。在那个年代，

水声学科在国内尚属空白，国家选派了杨

士莪等 4 人出国进修。自此，他改行研究

水声。

从大学到国外研究所进修，杨士莪始

终没有忘记国家需要。他觉得，水声学科

研究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

在国外学习过程中，杨士莪认识到，在国

防技术的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

须自力更生，靠别人靠不住，也靠不起。这

坚定了他在水声科学领域攻关的决心：一定

要让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

自力更生，从零开始。回国后，杨士莪

一心投身我国的水声科研事业，一干就是

近 70 个春秋。

带领团队实施大型
深海水声考察

30 年前，作为考察队队长和首席科学

家，杨士莪与中国水声科研人员乘坐科考

船开启了首次由中国科学家独立指挥和实

施的大型深海水声考察，迈出了中国水声

界从浅海向深海跨越的第一步。

在深海区作业时，赤道附近的太阳几

乎垂直照射，甲板温度达 70余摄氏度，年过

花甲的杨士莪坚持长时间在海上实验，在

酷热、缺水的环境下一直坚持到实验结束。

当考察队员劳累一天入睡后，杨士莪

确保人员、设备安全无虞后，继续研究后续

的实验方案。他深知中国水声界多年的等

待和筹备、国家的资金投入等的不易，考察

任务必须完成。

考察获得了丰富、可信的实验数据，积

累了大量宝贵的一手资料，为中国水声事

业锻炼了一大批新生力量……让杨士莪欣

慰的是，以此为基础，20 余年后，中国水声

研究走向更广阔的深蓝大海。

杨士莪 88 岁高龄时，依然参与了海上

实验。“搞研究，不到现场怎么行？有任何

困难都得克服，该坚持时就要咬紧牙关迎

难而上。大海变幻莫测，坐在家里搞研究

肯定是不行的。”杨士莪说。

几十年来，杨士莪带领团队完成了中

国第一颗洲际导弹“落点水声测量系统”研

制，为“蛟龙”号、“科学”号所用的国产高精

度超短基线定位系统奠定了基础；主持设

计并建造中国首个针对低噪声水洞研究的

“重力式低噪声水洞”……

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从中国水声

科技初创到蓬勃发展到创新推动走向世

界，杨士莪一直是排头兵、带头人。

坚守三尺讲台，培育
科研人才

“只要是国家、社会需要的，就是值得

干的。”2022 年 9 月，“90 后”院士杨士莪为

00 后新生上课的视频刷屏朋友圈。这位

91 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被称为“一站

到底的院士”。

从 教 70 年 来 ，他 总 是 站 着 给 学 生 讲

课。“站着讲课，我能加上动作，自在又形

象。”杨士莪说。

科 研 育 人 ，一 直 是 杨 士 莪 放 不 下 的

事业。

杨士莪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创建了我

国第一个理工结合、配套完整的水声工程

专业，提升了中国水声教育水平。从这里

走出的人才占据全国水声科研界的半壁

江山，学校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水声事业

的摇篮”。

如今，哈尔滨工程大学已成为国家水声

事业发展的人才库、专家库和水声技术基础

研究中心，我国水声行业 60％以上专业技术

人员、70％以上高级专家，都从这里走出。

“以您的水平，还研究这么基础的编

程工具书？”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殷敬伟

回忆起拜访杨院士的经历。“我更要认真

学，不能把错误的知识教给学生。”杨士莪

的回答，让殷敬伟对老先生治学的严谨态

度和对学生的责任心充满敬意。

坚守三尺讲台，杨士莪培养了硕士、博

士 研 究 生 110 多 名 ，教 过 的 学 生 达 数 千

人。他的学生多数已成长为国内外相关领

域的科研及学术骨干，为中国水声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扎根在哈尔滨工程大学，耕耘在水声

工程领域，杨士莪几十年如一日，倾听大海

的声音，把一生都奉献给海洋强国事业。

奉献一生 探海听声
—追记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杨士莪院士

本报记者 祝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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