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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全军军事理论
工作会议10月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作 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在强军事
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先导作用。新时代新征程，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军事革命迅猛发
展，我国安全和发展需求深刻变化，实现强
军目标任务更加紧迫，必须全面加强军事理
论工作。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
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相结合，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军事文化精华，坚持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面向未来，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扭住新的历史条件下战建备重大
问题研究，优化军事理论创新顶层设计，改
进军事理论研究模式，加强军事理论转化运
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为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提供科学支撑和引领。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主席重要指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出
席会议并讲话，要求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
要指示精神，着眼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聚焦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深刻把握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的使命，深入
研究新时代战争和作战理论，重点在立起理
论内容体系、构建组织管理体系、建强研究
力量体系、完善政策制度体系等方面求突破，
不断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新局面。

会议研究讨论了加快军事理论现代化有
关问题，细化明晰了任务分工和落实措施，6
个单位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军委机关各部委、军委各直属机构、军
委联指中心、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各直
属单位、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
10 周年之际，10 月 16 日出版的第 20 期《求是》杂志将重新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014 年 10月 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强调，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
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
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
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
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
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
兴盛。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
作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
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
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举
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我国
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
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
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

讲话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
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必须把创作生产优
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
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创新
是文艺的生命。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
增强文艺原创能力。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
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
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
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

讲话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
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第一，人
民需要文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
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第二，文艺需要人
民。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
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
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
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
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
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讲话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
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
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
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讲话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
本保证。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
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2027 年 空 间 科 学 研 究 水 平 整 体 跃 升 ；
2035 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列；2050 年重要
领域国际领先，成为世界空间科学强国。

10 月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国
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联合发布了 《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
规划 （2024—2050 年）》，提出我国空间科学
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为什么要制定这一规划？
“空间科学是航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探索宇宙奥秘、拓展人类认知边界的同时，
也有力带动空间技术的发展。”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丁赤飚说，近年来，我国空间科学进入
创新发展的“快车道”，但与世界航天强国相
比还有一定差距。

为推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
全面发展，我国凝聚全国空间科学领域专家
学者智慧，历时 2 年多，编制了 《国家空间科
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4—2050 年）》，相关

领域的 5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规划编制。
“这是我国首个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

规划，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开展
空间科学研究的依据，有助于进一步统筹国
内相关科研力量、凝练部署重大科技任务、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从而使我国在有基础、
有优势的领域尽早取得世界级重大科学成
果。”丁赤飚说。

规划部署了哪些空间科学研究内容？
丁赤飚介绍，规划提出了我国拟突破的

“极端宇宙”“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
行星”“太空格物”5 大科学主题和 17 个优先
发展方向。

“极端宇宙”主要是探索宇宙的起源与演
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的物理规律。

“时空涟漪”主要是探测中低频引力波、
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空本质。

“日地全景”主要是探索地球、太阳和日
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太阳与太阳系整

体联系的物理过程与规律。
“宜居行星”主要是探索太

阳系天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
开展地外生命探寻。

“太空格物”主要是揭示太
空条件下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
动规律，深化对量子力学与广
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的认知。

规划还形成了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
路线图。

至 2027 年，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载人
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与行星探测工程，
论证立项 5至 8项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28 年至 2035 年，继续运营中国空间站、
实施载人月球探测，论证实施国际月球科研
站等科学任务，论证实施约 15 项空间科学卫
星任务。

2036 年至 2050 年，论证实施 30 余项空间
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空间科学是航天国际合作的主渠道，和
平利用外空关乎全人类的福祉，是全人类共
同的事业。”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
任王赤院士说，我们将深入推动多种形式的
空间科学国际合作交流，让空间科技成果更
好更多地造福人类。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者张泉、
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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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全面加强新时代新征程军事理论工作
建 设 中 国 特 色 现 代 军 事 理 论 体 系

中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发布
分三步走，提出 5 大科学主题和 17 个优先发展方向

据新华社广州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丁乐） 以“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
平开放”为主题的第 136 届广交会 15 日
拉开帷幕。本届广交会线下参展企业超
3 万家、展出新品 115 万件，新企业、新
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大量涌现，吸引
14.7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

据介绍，参展企业中拥有国家高新
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
军等称号的企业有 8000 多家，比上届增
长逾 40%；现场展示数字化智能产品 39
万件、绿色低碳产品逾 104 万件，分别
较上届增长 300%、130%。

主办方展前调研显示，94% 的参展
企业将带来新产品，64.8% 的参展企业
将展出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本届广交会
现场将展出的新品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产品均超过百万件，一批人形机器

人、智能设备、无人驾驶产品等将首次
亮相。

本届广交会线上平台持续优化，首
次 推 出 虚 拟 数 字 人 ， 并 推 出 广 交 会
APP。线上参展规模更大，约 4.8 万家企
业上传展品约 375 万件，分别比上届增
长 60% 和 50%，均创历史新高。

截至 14 日 ， 本 届 广 交 会 已 有 20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7 万名境外采购商
预 注 册 ； 241 家 全 球 零 售 250 强 和 头
部跨国企业组团参会，较上届同期增
长 8.1%。

本届广交会共分三期举行，分别
聚焦“先进制造”“品质家居”“美好
生活”题材。第一期从 15 日持续至 19
日，首次增加了氢能新题材，新设储
能产品专区，吸引新能源参展企业 110
多家。

第 136 届广交会开幕
14.7 万名境外采购商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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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
者徐佩玉） 中国人民银行 14 日
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6.02 万亿元，其中企 （事） 业
单位贷款增加 13.46万亿元。

数据显示，9 月末，我国人民
币贷款余额 253.61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1%。前三季度，我国住户
贷款增加 1.94 万亿元；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 13.46 万亿元，其中
中长期贷款增加 9.66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增量累计为 25.66 万亿元，其中，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
加 15.39 万亿元。9 月末社会融资
规模存量为 402.1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8%。

下调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优化信贷结构，支持国民经
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改善住
房信贷政策，减轻购房者还款压
力……今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力
度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
度、精准有效，切实服务实体经
济，为经济回升向好创造适宜的
货币金融环境。

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6.02万亿元

据 新 华 社 天 津 10 月 15 日 电
（记者杨文、徐思钰） 2023 年我国
新发现矿产地 124 处，其中大型 44
处、中型 52 处、小型 28 处。这是记
者从 15 日在天津开幕的 2024 中国国

际矿业大会上了解到的。
2023 年我国非油气矿产完成阶

段性勘查矿产地 428 处。油气和非油
气地质勘查投资 1138.20 亿元，较上
年增长12.7%，连续三年实现正增长。

全 国 秋 粮 已 收 六 成 多

中 国 去 年 新 发 现 矿 产 地 124 处

本报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常钦）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至
10 月 14 日，全国秋粮已收 64.3%，进
度同比快 1.1个百分点。

分作物看，玉米已收 67.5%，一

季 稻 已 收 64.5%，大 豆 已 收 80.8%。
分 地 区 看 ，西 北 收 获 过 八 成 ， 黄
淮 海 和 西 南 地 区 过 七 成 半 ， 东
北 、 长 江 中 下 游 和 华 南 地 区
过半。

10月15日，境外采购商 （左） 在广交会一处电动工具展台洽谈。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