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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时间洪流滚滚

向前——

2024 年 ，人 民 共 和 国 迎 来 75 周 年

华 诞，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进入

关键一年，全面深化改革扬帆再启航，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走过关键一程。

这 一 年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赴 十 余 个

省 区 市 和 澳 门 特 别 行 政 区 考 察 视 察 ，

四 次 出 访 国 外 ，主 持 召 开 一 系 列 重 要

会议，出席一系列重大活动，发表一系列

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治

国理政理论和实践取得崭新成果。

这 一 年 ，面 对 复 杂 严 峻 形 势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砥

砺奋斗，取得很不平凡的发展成绩，我国

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

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乘长风破万里浪。当历史掀开新的

一页，复兴的曙光喷薄而出。

守正创新   开拓奋进——

“把中国式现代化
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

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一副南岳

衡山的对联，形容今日之中国在历史进程

中的方位。

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更急。

当时间行进到 2024 年，中国发展的

内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

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与此同

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

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更是一个

大有可为的时代。

此时，距离“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

三 中 全 会 ，已 过 去 40 多 年 ；距 离“划 时

代”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 10 年多

时间。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

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时代给出新的命题，继往开来的关

键时刻，呼唤再启新局的关键担当。

2024 年 4 月底，一则新华社消息通

过电波，传遍大江南北——

“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4 月 30 日 召 开

会议，决定今年 7月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不到一个月，5 月 22 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山东

考察调研，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听取意见建议。

日照港，海天辽阔，碧波荡漾。习近平总书记驻足码头边，

临海迎风，远眺凝思。

40 多年来，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让眼前这座曾经

沉寂无闻的港口，迅速成长为“最年轻”的 5 亿吨级港口，年货

物吞吐量居世界第七位。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从中，我们应当坚定一种信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可以成功。”

新时代新征程，靠什么凝心聚力？

靠什么推动发展？靠什么应对挑战？

“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一直在思考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问 题 。”“ 中 国 式

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

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

对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面 对

人民群众新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党 中 央 作 出 历 史 性 的 战 略 抉 择 ，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

注入强大动力。

从 2023 年 隆 冬 之 时 ，到 2024 年 的

盛夏时节，历时 7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

亲 自 担 任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文 件

起 草 组组长，全程擘画、组织调研、精心

指导、把脉定向。

2024 年 7 月 18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

二层宴会厅，灯光璀璨，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此举行。

“通过！”

随 着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庄 严 宣 布 ，

全 场响起热烈掌声。一份标注时代的

改革新蓝图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矗立

起新的里程碑。

2 万余字的文件，勾勒出一幅气象

万千的新征程改革“全景图”——

锚定 2035 年，重点部署未来 5 年改

革任务；以“六个坚持”，指明进一步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重 要 遵 循 ；以“ 七 个 聚

焦”，囊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

点；300 多项重要改革举措，牵住经济体

制改革“牛鼻子”，又统筹推进其他各领

域改革……

当这份宏大而务实的改革新蓝图

公布后，外媒纷纷评价，中国“即将到来

的是一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阶段”，

“显示出未来发展的新方向”。

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

“全党上下要齐心协力抓好《决定》

贯 彻 落 实 ，把 进 一 步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战 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全会

精神贯彻落实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抓

手，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坚定改革信心，

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

2024年 10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 中 全 会 精 神 热 潮 中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开启了一次行程密集的考察调研，从东

南沿海到江淮大地，四天时间，两省四

市，看大潮正起、千帆竞发。

在福建厦门，对经济特区、自贸试

验区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安徽合肥，

察看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要求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

抓改革开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要求更高了”“在全

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

从福建、安徽考察回京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

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

的四对关系，要求领导干部“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

切实做到“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含糊，应对

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以上率下，只争朝夕。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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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清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升国旗仪式。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在 全 国 政 协 新 年 茶 话 会 上 发 表 重 要

讲 话 ，回 顾 我 国 一 年 来 的 发 展 历 程 ，

明确新一年的工作重点，激发团结奋斗

豪情，令社会各界深受鼓舞。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表 示 ，要 认 真 学 习

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团 结 奋 进 、攻 坚 克 难 ，

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2024 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 中 共 中 央 团 结 带 领 全 党 全 国 各 族

人民，顺利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任务，沉着应对，综合施策，中国式

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国政协

常委张兴凯十分振奋，“一年来的成绩

来之不易、令人鼓舞，归根结底在于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

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2024 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

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顶

风破浪，稳中有进，沿着高质量发展航

道坚定前行。

“一系列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举措显效发力，我国经济走出一条

‘前高、中低、后扬’的曲线，尽显韧性，

进一步提振了我们的发展信心。”全国

工商联副主席、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

东表示，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正确认识经济形势，坚定信

心、鼓足干劲，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为推动中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更多助力。

过 去 一 年 ，我 国 加 快 培 育 壮 大 新

质 生 产 力 ，为 经 济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能 。

2024 年 12 月 29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时

速 400 公里的 CR450 动车组列车首次

亮相，更快的“中国速度”引得网友纷

纷点赞。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强调

“ 科 技 创 新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稳 步 发 展 ”，中 国 铁 道 科 学 研 究 院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首 席 研 究 员 赵 红 卫 对

此 深 有 体 会 ：“ 更 加 快 速 、智 能 、安 全

的高铁，不仅是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体现，更将满足人民群众

对‘诗和远方’的新期待。未来，我们

将 进 一 步 推 进 技 术 攻 关 、成 果 应 用 ，

不断跑出创新‘加速度’，扎实推进中

国高铁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四版）  

汇聚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政 协 新 年 茶 话 会 上
的重要讲话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勇毅前行

政治监督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保障，是督促全党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有力举措。

2024 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

精 准化、常态化，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有力有效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落地，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具体化：聚焦中心大局，锚定监督重点

政治监督具体化，解决的是“监督什么”的问题。找准监

督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以具体求深入，更好督促和推动

“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2024 年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作为政治监督的重中之重，聚焦一揽子增量政策部

署实施等重点任务，盯住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重要部署，加

强监督检查，保障落实到位，坚决防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部署

严查生态环保领域监管不力、以权谋私等问题。2024 年 1 至

11 月，共查处相关问题 2.4 万余个，批评教育和处理 3.4 万余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9 万余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对严查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守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作出专门部署，党风政风监督室分两批向 29个省区市纪委监委督

办交办 110 件耕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2024 年 1 至 11 月，全国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相关问题 1.4万余个，批评教育和处理

2.1万余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万余人。（下转第六版）  

深化政治监督  推动全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之一

本报记者   张   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在

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

回望过去一年改革开放迈出的历史性

步伐，强调“我们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

大潮阔步前行，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在改

革开放中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

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

壮丽的气象。过去一年很不平凡，令人

鼓舞的发展成绩，凸显重要法宝的力量。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新 年 贺 词 中 谈 到 ，

“深中通道踏浪海天”。作为全球首个

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

集群工程，深中通道开通不到 4 个月累

计车流量突破 1000 万车次。超级工程

何以造就，中国速度何以实现？传统的

围堤吹填工艺无法满足工期要求，就创

造性提出大型深插式钢圆筒围岛方案；

已有装备无法满足巨大沉管的浮运要

求，世界首艘浮运安装一体船“一航津

安 1”横空出世。发展建设出题目，改革

创新做文章。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

助力深中大桥安卧于伶仃洋上。激扬

改革活力、创新动力，我们在不断破解

难题中开辟前进的道路。

改革开放，既是国家发展的命运所

系，又是人民群众的福祉所依。在当地

银行普惠金融贷款的支持下，福建漳州

东山县澳角村村民林文期的海马养殖逐

步走上正轨，他也成为周边闻名的养殖

大户；在重庆万盛经开区开精品水果店

的韦玮，没想到“个转企”直接转型登记只

花了 1个多钟头；在湖北孝感参保并长期

在山东威海居住的龚先生，受益于门诊

慢特病扩围病种跨省直接结算的开通，

再也不用自己垫付医药费、攒发票回原

参保地报销了。一个个看得见、摸得着

的变化，一份份触手可及的获得感，标注

下过去一年实打实的改革红利和成效。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决胜“十四五”，阔步新征程，以高质量

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根本动力，谱写

改革开放新篇章。

爬坡过坎，尤需激扬改革精神、勇于

改革攻坚。今天的中国行进到关键时

期，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靠什么闯关夺隘，靠什么一

往无前？靠的就是“要登绝顶莫辞劳”的

劲头，靠的就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

意志。发扬历史主动，写好“实践续篇”

“时代新篇”，我们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

蓄势赋能，推动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

翻过一山再攀一峰，必须锚定改革

方向、抓住改革重点。新的一年，改革

发 展 稳 定 任 务 十 分 繁 重 。 如 何 解 决

“不能消费”“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

难题，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如何消除

产权保护不够完善、市场准入仍不统一

等堵点，答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课题？如何破解部分行业“内卷式”竞

争加剧，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行业陷入

困境的问题？凡此，都迫切要求我们发

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善于运用科

学的方法，注重各类政策和改革开放举

措的协调配合，推动精准落地见效，引

领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向深水区挺进，需要凝聚改革智慧、

汇聚改革合力。今天的改革，不是在游

泳池里的熟门熟路，而是在湍急的河里

找到新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

先例可循，每向前一步都是在无人区开

拓，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不能刻

舟求剑、守株待兔，必须在落实好顶层设

计的基础上，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创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改革开放

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充分尊重基层

和群众首创精神，把每一个人的智慧和

力量凝聚起来，推动改革向深度和广度

进军，我们将不断赢得优势和未来。

大江大河虽有冲波逆折，却总是奔

涌向前。中国经济虽有一时起伏，但

不改趋势向好。回望过去，我们从来都

是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

大。面向未来，保持战略定力，以改革

开放增动力、添活力，激扬敢为人先、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我们一定能全面完成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乘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阔步前行
—习近平主席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启示录②

本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 日电   （记者姜琳）为贯彻落实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

退休年龄的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组织部、财政

部等三部门 1 月 1 日发布《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

根据决定，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用 15 年时间，

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 60 周岁延迟到 63 周岁，

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 50 周岁、55 周岁，分别延迟

到 55 周岁、58 周岁。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提出，自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

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

最长不超过 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 50周岁、55周岁

及男职工 60 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时，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

时间距法定退休年龄最长不超过 3年。（相关报道见第二版）

《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暂行办法》发布

“各地传真”版全新亮相
第十版

导
读

本报北京 1月 1日电   （记者欧阳洁）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

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 2024 年 12 月中国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0.1%，连续 3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

市场需求稳定加快恢复，消费需求增长尤为亮眼。2024年

12 月，新订单指数为 51%，较 2024 年 11 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

连续 4 个月上升。出口呈现继续回稳态势，新出口订单指数

为 48.3%，较 2024 年 11 月上 升 0.2 个 百 分 点 ，连 续 2 个 月 上

升。从结构来看，消费品制造业市场需求增速明显加快，消

费 品 制 造 业 新 订 单 指 数 较 2024 年 11 月上 升 接 近 1 个 百 分

点，升至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

企业生产保持较好增长，制造业四大行业生产均有扩

张。2024 年 12 月，生产指数为 52.1%，仍稳定在 52% 以上较好

水平，显示四季度以来制造业生产保持稳定较快增长势头。

其中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指数较 2024 年 11 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

至 53% 以上，显示消费品制造业生产活动加快上升。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3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

经济学家谈 2024中国经济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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