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贵阳6月1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8日上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
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
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十三五”时
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
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握时间节点，努力
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
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
如期脱贫。

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
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
刺期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期间专门主持召
开这次涉及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会
前，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同与会的省区市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到贵州毕节市的
一个县了解了当地扶贫开发实际情况。

座谈会上，汪洋汇报了贵州扶贫考
察情况，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湖南省
委书记徐守盛、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
记彭清华、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四川
省委书记王东明、贵州省委书记赵克
志、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先后发言。习
近平边听边记，不时同他们讨论交流。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
话。

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是我
国发展的重要阶段。要聚焦如期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
未来 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深刻把握
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向新态势，深刻把握
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深刻把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目标新任务，深刻
把握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新机遇，突出前
瞻性和引领性，既不能脱离实际、提过

高的目标和要求，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
和问题而缩手缩脚。

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
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
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
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
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
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
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各级党委
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
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
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
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4个切实”加大力度
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提出“4个切实”的具体要求。

第一，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坚持党
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我们的最大政治
优势。要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
制，把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 （地）
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片为重点、工作
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
手负总责的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真正
落到实处。中央要做好政策制定、项目
规划、资金筹备、考核评价、总体运筹
等工作，省级要做好目标确定、项目下
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检查指导等
工作，市 （地） 县要做好进度安排、项
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
施等工作。党政一把手要当好扶贫开发
工作第一责任人，深入贫困乡村调查研
究，亲自部署和协调任务落实。

第二，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扶贫开
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
精准。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

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
准、因村派人 （第一书记） 精准、脱贫
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
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
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
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
要因地制宜研究实施“四个一批”的扶
贫攻坚行动计划，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
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
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
扶持一批，实现贫困人口精准脱贫。

第三，切实强化社会合力。扶贫开
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
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
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
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

“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
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
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要加
大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投入，坚持政府
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
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
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要积极开辟扶
贫开发新的资金渠道，多渠道增加扶贫
开发资金。

第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做好扶
贫开发工作，基层是基础。要把扶贫开
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抓好
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
设，鼓励和选派思想好、作风正、能力
强、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优秀年轻干部、
退伍军人、高校毕业生到贫困村工作，
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
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选派扶贫工作队
是加强基层扶贫工作的有效组织措施，
要做到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每
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工作队和驻
村干部要一心扑在扶贫开发工作上，有
效发挥作用。

王沪宁、栗战书和中央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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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
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的遗体，19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
化。

乔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6月14日7时08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91岁。

乔石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
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乔石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
属表示深切慰问。

19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
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乔石同志”，横幅下方是乔
石同志的遗像。乔石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
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 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乔石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向乔石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乔石同志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江泽民在外地送了花圈，对乔石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乔石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
表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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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
到2020年如期脱贫

本报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李伟红） 国家主席习近平19日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喀麦隆总理菲勒
蒙。

习近平强调，中喀双方应弘
扬 传 统 友 谊 ， 密 切 政 府 、 政
党、立法机构交往，增进政治
互信，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 和 重 大 关 切 问 题 上 相 互 理

解 、 相 互 支 持 ， 维 护 共 同 利
益。中方感谢喀方长期以来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国要对接
彼 此 发 展 战 略 ， 不 断 拓 展 工
业、农业、能源资源、区域航
空、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
开发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互
利合作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
喀方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两

国 要 加 强 人 员 往 来 和 人 文 交
流 ， 加 深 青 年 、 妇 女 、 智 库、
学者、媒体等社会各界相互了
解和友谊，夯实两国友好民意
和社会基础。中方愿为喀方培
养更多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才。

又电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
19日在北京会见喀麦隆总理菲勒
蒙。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9 日电
（记者熊争艳）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张德江19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斯洛文尼亚国民委员会主席

贝尔瓦尔。
张德江说，我们愿同斯洛

文尼亚对接好发展战略，落实
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成果，加强在基础设施、投资
等领域合作。中国全国人大愿
同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国民
委员会加强交流与合作，增进
两国人民间相互了解，为推进
双 边 关 系 发 展 贡 献 更 多 正 能
量。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6月19日
电（记者鲁金博、刘东凯） 国务
院副总理张高丽18日在圣彼得堡
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张高丽说，我此行的目的是
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为习近平主
席出席 7 月上旬金砖国家和上海
合作组织乌法峰会以及两国总理

第二十次会晤作准备。
同日，张高丽还同俄罗斯第一

副总理舒瓦洛夫共同主持中俄投
资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后，
张高丽与舒瓦洛夫签署了会议纪
要，并共同见证了《莫斯科至喀山
高铁项目勘察设计合同》的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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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喀麦隆总理
俞正声同日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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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正声同日会见

张德江会见斯洛文尼亚客人

张高丽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近段时间，中美之间有关南海、网络安
全的话题日渐升温。美战略界对华焦虑感
陡增，主张对华制衡甚至遏制的声音加大。
一些学者甚至声称中美已开启“冷战 2.0”时
代，认为双边关系到了“临界点”。上述言论
虽不能代表美主流民意，但经媒体渲染，看
衰中美关系的论调似乎甚嚣尘上。

纵观中美建交36年来的历史，两国关系
虽经历风风雨雨，但始终在波浪式起伏中前
进。中美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对话合作始
终是主旋律，双边关系极富韧性和弹性。

2014 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 5551 亿美
元，投资存量超1200亿美元，均创历史纪录。
两国人员往来430万人次，每17分钟就有一
架航班起降，每天有 1.7 万人次往返于大洋
两岸。2014 年，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就商务、
旅游、留学人员签证达成互惠安排，实现了
两国很多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亚丁湾，
悬挂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的军舰共同为商船

护航。面对全球变暖，双方签署《中美气候变
化联合声明》，向世界展示两国共同应对该
挑战的决心。埃博拉疫情肆虐非洲时，中美
共同向疫区伸出援手，中方援助利比里亚物
资运抵该国机场时美军帮助卸运的场景被
媒体传为佳话。

中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制度和意
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存在分歧在所
难免，关键是如何看待和处理。邓小平曾指
出，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要求两国必须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
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双方要站得
高，才能看得远。

2013年，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顺时
应势、高瞻远瞩，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达
成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性共识，表
明了打破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冲突对抗历
史定律的决心，其核心就是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这要求中美双方登高
望远、保持战略定力，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
言所扰，共同维护双边关系稳定发展大局。

今天，中美经济总量占世界1/3、人口占
世界 1/4、贸易总量占世界 1/5，是当今世界
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难以想象双方不合
作，世界会怎么样。在全球化加速演进和中
美利益交融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双方都明白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
中国不是苏联，中美关系不可能成为当

年的美苏关系。二战后，美苏争的是势力范
围，夺的是霸权。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美讲
的是和平共处，求的是合作共赢。经历 30多
年改革开放，中国已深深融入国际体系，是
现有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贡献者。其
孜孜以求的发展目标是让 13 亿中国人过上
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只要对当今时代特点
以及中美关系历史和现实稍作研究，就能看
出所谓的中美开启“新冷战”的论调完全站
不住脚。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前财长保尔

森、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等有识之士近
来均强调，美中决不能重复大国冲突的历
史，美国应给予中国合理发展空间。

再过几天，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在美国
同期举行。成立几年来，这两个中美政府间
级别最高、参与部门最多、议题最广泛的双
边对话机制为双方带来了约1000项成果，惠
及两国乃至全世界。相信双方能够利用此次
机会，加强战略沟通，探讨深化合作和管控
分歧之道，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注入更多

“正能量”。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中美要向“冷战 2.0”说不
■ 李易初

6月 19日，乔石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
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胡锦涛等前往
八宝山送别，江泽民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图为习近平与乔石
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饶爱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