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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迎 二 十 大

新华社北京10月 9日电 为更
好地翻译宣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教育
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教育部
组织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的《习近平
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英文版，
已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
义》中文版于2020年7月出版，由导
言和九讲构成，全面系统深入地阐述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拓了马克
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境界，为加快推
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

英文版忠于原文原意，同时在表
现形式上适应海外读者阅读习惯，表
述准确、语言规范、行文流畅，有助于
读者深入了解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主要内容、
实现途径，对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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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载部件的拖车来回穿梭，智能机器人在流水线上
作业……金秋时节，位于陕西省西安高新区的比亚迪汽
车有限公司厂区里，经过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
艺流程后，一台台新能源汽车正陆续驶下生产线。

“喜迎党的二十大，我们要立足岗位多作贡献。”比
亚迪西安地区总经理刘振宇介绍，目前，比亚迪已在陕
西实施一批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涉及整车、电池、电
机、电控等全产业链。

聚焦新能源汽车重点产业链，陕西省制定发布乘用
车 （新能源） 产业链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除比亚迪外，陕西还聚集了陕汽、
西安吉利等新能源车企和三星环新、众迪锂电池等一批
重点企业，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强劲势头。

陕西省工信厅副厅长刘波介绍，陕西加快提升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实力，吸引了西安清泰科新能源技
术有限公司等一批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构建起
涵盖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和整车制造、市场服务等环

节的完整产业链条。
“当年入驻西安高新区，看重的是这里良好的创业

环境。如今企业发展步伐加快，得益于陕西日益完善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清泰科公司负责人张磊说。从
10人的初创团队起步，清泰科公司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
拥有50余项国家专利的专精特新企业。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自动驾驶测试路段，3 辆自动驾
驶的小巴车顺利通过约25公里的测试路段。西安商汤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智能汽车事业部商务副总监王伟介绍
说：“车身装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及超高清摄像
头，可360度感知车辆周围各类路况变化。”目前，陕西
已发放首批 5个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牌照，用于物流
领域、度假休闲场所和公交领域。

智能网联汽车、智能交通系统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密
切相关。依托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陕西围绕新能源车
企列出的关键技术清单，整合创新力量，建成了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中心等研发平台。

陕西省工信厅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9 月，陕西省新
能源汽车产量达 60.7万辆，同比增长 324%。“未来，陕
西将进一步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智能网联汽
车相关重大项目落地，力争在关键技术攻关等方面形成
基础优势和创新高地。”陕西省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陕西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本报记者 王乐文 龚仕建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目前，全国秋粮已收
获6.72亿亩，进度已达51.5%。图为工作人员在云南省大理市湾
桥镇水稻绿色种植基地收割水稻。 梁志强摄（新华社发）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从有关方
面获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新闻中心将于10月12日启用并开始对外接待
服务。新闻中心记者接待服务区设在北京新
世纪日航饭店。

新闻中心将热情为前来采访党的二十大
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的媒体记者和外国媒体记者办理采访证
件、受理采访申请，组织大会新闻发布会和
记者招待会，安排记者参加大会采访活动。

新闻中心网站（http：//20th.cpcnews.cn）和

相关平台账号（微信公众号、新浪微博账号、今
日头条号）将于10月10日零时开通，及时刊载
发布大会信息，以及新闻中心新闻发布会、记
者采访活动公告等。网站设置了“记者专区”，
为注册的中外记者提供信息服务。

新 闻 中 心 境 内 记 者 接 待 组 联 系 电 话 ：
68356200、68356300，传 真 电 话 ：68356700、
68356800；港 澳 台 记 者 接 待 组 联 系 电 话 ：
68350700、68350800，传 真 电 话 ：68350900、
68351900；外国记者接待组联系电话：68350100、
68350200，传真电话：68350400、68350500。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为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全面反映党领导人民军队推
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壮阔历程和伟大成就，
经中央军委批准，在中央军委党史军史工作
领导小组指导下，军事科学院组织编写了

《强军十年大事记》，由解放军报全文刊载，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着眼于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引领全军
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
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英雄
的人民军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续写了新
的时代篇章，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强军十
年大事记》 集中记述了十年来国防和军队建
设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

展、标志性成果，反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
理力量和实践力量，展现全军官兵忠诚维护
核心、矢志奋斗强军，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
任务的生动实践和昂扬风貌。

《强军十年大事记》 按照时序脉络编辑，
记述时限为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2022 年 8 月
底，共 518条，6万余字。《强军十年大事记》
的编发，对于教育引导全军官兵从新时代强
军事业的生动实践和伟大成就中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
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
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
不懈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二 十 次 全 国 代 表 大 会
新闻中心10月12日启用并对外接待服务

新闻中心网站10月10日开通

《强军十年大事记》出版发行

福州，有福之州。
“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这里度过”，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考察调研时深
情地说，“现在的建设都符合这个方向，跟我
们当时设想是一致的，而且发展得比我们设想
还要好。希望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1993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高
瞻远瞩地指出，“福州在大踏步迈向新世纪的
进程中，首先要有一个立足于科学、切合于实
际的长远的战略设想，才能使福州的改革开放
事业谱写出最宏壮的乐章”。他亲自主持编制
了 《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简
称“3820”战略工程），系统谋划了福州 3年、
8 年、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步骤、布
局、重点等，明确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
的宏伟目标，为福州擘画了美好蓝图，确立了
总纲领、总方略。

蓝图指引，久久为功，30 年踔厉奋发，
“3820”战略工程见证伟大思想历久弥新的实
践伟力。

牢记嘱托，继往开来，30年接续奋斗，有
福之州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阔步前进。

（一）
擘画二十年战略
推动跨世纪工程

一个地方要繁荣发达，其决策者与
人民必须有坚韧不拔的远大志向。

——习近平：《〈福州市 20 年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序》

1990年6月的一天，天气异常炎热。刚担
任福州市委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同志登上一艘小
客轮，沿闽江往出海口顺流前行。

那时的闽江两岸还是一片荒芜的景象，滩
涂粗陋、树木杂乱。习近平同志在客轮的桌子
上摊开福州市地图，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
考。随行人员后来意识到，这不是普通调研，
而是一项战略工程谋划的起点。

福州，地处东海之滨、闽江之畔，是积淀
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全国首批 14 个沿
海开放城市之一。

上世纪 90 年代初，福州发展困难重重。
虽然是省会，但工业底子薄，以轻工业为主，
一条工业路基本就可摸清家底；财政压力大，
可动用的财力大概只有两亿元，仅是“吃饭财
政”；交通闭塞，无高速公路、无大型港口、
无大型机场；干部的思想观念、发展理念与沿
海先进地区也有差距……

习近平同志一到福州任职，就以调查研究
开路，深入思考发展问题。从 1990 年 4 月到
1992年5月，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在基
层调查研究、思考酝酿。在他的推动下，福州
市把每年 3 月定为调查研究月，大兴调研之
风，推动科学决策。

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
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
习近平同志敏锐地意识到，福州的机遇来了。
他形象地说，“福州是充满机遇的地区，能快
的就不要慢。这好比空中飞来一群大雁，我们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

谋一域先谋全局，谋一时必谋万世。
1992年5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党

代会上强调：“必须加快经济建设步伐，做到
每 3 至 5 年上一个新台阶，尽快改变港澳粤闽
台南中国海区域内我们处于‘后排就座’的状
况。现在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做些深层
次的探讨，研究 20 年后福州市将达到怎样一
个发展水平。”

在习近平同志领导下，福州开展了“3820”
战略工程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1627
名干部围绕 581 个课题调查研究，完成了 367
篇调研报告。课题组分赴广东、海南、上海、
北京等地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市委召集各领
域的专家学者、企业负责人，先后召开数十场
不同类型的征求意见会……

习近平同志还要求在《福州晚报》刊发调查
问卷，征求市民建议。半个月时间，就回收28785
张答卷、24536条建议。群众参与热情高涨，一对
离退休老夫妇连续数天乘车在市里调查，就城
市交通、商业网点等问题提出10多条建议。

历时半年、十易其稿，1992 年 11 月，倾
注了习近平同志大量心血、凝聚集体智慧的

《福州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在福
州市委六届六次全会上审议通过。

习近平同志多次要求跳出福州看福州，放

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谋划发展。着眼于 21 世
纪、着眼于海峡两岸交流、着眼于全面发展，

“3820”战略工程谋定了福州发展蓝图。
——明确三个战略步骤。用 3年时间即到

1995年使经济上一个大台阶，主要指标在1990
年基础上再翻一番；力争用8年时间即到2000
年，使全市城乡各项人均水平等主要指标达到
国内先进城市的发展水平；用 20 年时间即到
2010年左右，达到或接近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或
地区当时的平均发展水平。

——形成完整发展体系。立足于人文和区
位优势等“四个发展基础和条件”，规划了市区、
北翼、南翼等“七个战略布局”，明确了拓宽开放
领域、加快各类投资区建设等“十二个战略重
点”。制定了鼓楼、台江等13个县（市）区发展计
划，形成了金融、农业、工业、环保等 27 个专项
安排，确定了长乐国际机场、福州港、冠捷电子、
闽江防洪堤等40个重点工程。

——构建科学指标体系。在全面比较广州
等 29个城市主要指标的基础上，“3820”战略
工程对福州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收入等进
行测算，设定目标。要与亚洲中等发达国家比
较，必须进行货币折算。但如何测算，大家都
没经验，犯愁了。习近平同志说，统计学有个

“购买力平价法”，看看能不能在这方面突破。
一语点出思路。市委还邀请专家作“购买力平
价法”专题辅导。“3820”战略工程主要指标
均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并作详细说明，同步
纳入“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

“3820”战略工程是坚持走群众路线、深入
调查研究的成果，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
决策的典范，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主任陈伦说：“一任
市委书记也就 5 年，习书记却做 20 年的规划，
谋划福州跨世纪发展，体现了习书记高瞻远瞩
的战略思维。”

蓝图展开，重在破题。习近平同志以前瞻
眼光谋篇江海，把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
圈”和“海上福州”，作为“3820”战略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推进。

习近平同志早在 1991 年就深刻阐述了江
海开发对振兴福州的意义，强调“福州的优势
在于江海，福州的出路在于江海，福州的希望
在于江海，福州的发展也在于江海。”

1992年7月，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建设“闽
江口金三角经济圈”——陆域加快建设福马线、
福厦线两大工业走廊，海域加快开发粗芦岛、琅
岐岛等，着力形成沿路、沿江、沿海的三个经济
走廊。他强调，“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构想的提
出及其实施，是实现‘3820’发展目标的关键环
节和重要步骤，它标志着我市对外开放和经济
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树立了福州的形象。”

福州海洋面积 1.1 万平方公里，与陆地面
积相当。但对于当时的干部群众来说，海洋经
济还是新生事物，有人甚至疑虑：“陆上都还
没有发展好，怎么顾得了海上呢？”习近平同志
站在时代的前沿，提出要“像重视耕地一样重
视海域，像抓粮食生产一样抓海洋开发，把加
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

1994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
“海上福州”研讨会，强调“建设‘海上福
州’是促进我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动作，是实
现‘3820’工程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

福州市随即吹响“向海进军”的号角。同
年 6月 12日，《关于建设“海上福州”的意见》正
式出台，提出“以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海洋经济
为中心，以海岸带、海域开发为主攻方向，实行
海岛、港湾、大陆架、滩涂、近海、外海、远洋统筹
兼顾，全方位立体式综合开发”，开拓了干部群
众视野，推动福州向海图强。

“3820”战略工程的实施，为福州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1994 年，“3820”战
略工程第一阶段主要目标提前一年实现。1990
年至 1995 年，福州地区生产总值六年跨越四
个百亿台阶，年均增幅超过23%。

中央党校教授韩庆祥认为，“3820”战略工程
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上福州”建设实践，
统分结合、远近相接，既明确战略发展重心，又预
见未来发展趋势，不仅为福州跨世纪发展指明了
方向，也为中国市域治理提供了典型经验。

从福州 20 年战略设想到国家“十四五”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从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
到粤港澳大湾区，从“海上福州”到“海洋强
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3820”战略
工程不仅是指引福州跨世纪发展的科学部署，
也是中国共产党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
展的生动实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俱
进的重大探索。 （下转第二版）

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3820”战略工程引领福州高质量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