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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1938年8月的一天，物理学家爱因斯
坦，怀着复杂的心情，给 5000 年后的人类写了
一封信——《致后人书》。

5000年的时光或许有些太遥远，但是，每到
岁末年终之际，人们还是愿意在盘点一年心情的
同时，许下对未来的期待。

个人如此，国家亦然。待到来年，不妨再回
首检视：这一年的目标定位如何，通过一年的努
力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和经验，这一年在小至个
人人生、大至国家进程中，铸就了什么样的历史
方位。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是人们从不停顿的前行
足迹。

对于未来，我们的期待是务实的。2015年，
因为习近平主席访英的一场演讲，莎士比亚那句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的名言，被更多人熟
知。这也就是说，除了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妄想
外，我们的未来如何，虽然尚未发生，但可以在
当下的实践中找出踪迹。我们能确定的只有当
下，但是活在当下的我们，却可以创造未来。

当下的中国，即将结束 2015 年这个全面深
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开局之年”，“十二五”规划即将交出答卷，“十
三五”规划的崭新蓝图在新的一年里将徐徐铺
开。在这之前的几年里，改革为中国发展注入了
强大动力。中国既开拓进取，也规划未来。中国
改革的方略，有的在当下已然实施，更多的，将
在不久的未来让人们受益。于是，当我们对未来
做出预想时，依照改革前行的逻辑，就有了明确
的方向和充分的自信。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说过一句话：“智者创造
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对于未来，我们需要
的是蹄疾步稳，而不能犹豫彷徨、瞻前顾后、左
顾右盼。从国内来讲，明年，是实施“十三五”
规划的开局之年，改革发展稳定的目标是明确
的，当然任务也十分繁重。我们既面临着大有作
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
的严峻挑战。只有辩证思考，科学判断，才能在
改革实践中创造发展条件，扎扎实实地把自己的
事情办好。从国际来讲，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
机遇与挑战并存，世界期待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深入沟通、交流与合作，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中
国智慧。在这样的大格局下，犹豫停顿是不必要
的，需要的是真抓实干，按照中央既定的战略构
想和总体规划，积极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

精准做出选择和应对。
对于 2016 年，我们可以期待的东西有很

多，国家要有新发展，改革要有新进展，生活要
有新气象。我们既要有信心，也要有耐心。罗马
不是一天建成的。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全面
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实现，都绝非一日之功，需要我们针对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从国情出发，按规律办事，以脚踏
实地的耐心和绝不动摇的信心，一步一个脚印地
向前走，为2016年的历史方位添砖加瓦。

新年的曙光已并不遥远。左手是过往，右手
是未来，中间是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你与我。新的
一年在中国发展中的历史方位如何，要看规划，更
要看实施，而这个历史方位的创造者，就是我们所
有人。所以，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奔跑吧，中国人！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身处时间长河，人们很难理解当下的意义。

当时光流逝，未来已至，人们才能更加领会过去
的意味。站在2015年的尾巴上回望这一年，我们
也有同样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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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照进现实
世界的目光再一次对准中国。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再次把中国

推到聚光灯下。毕竟，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大
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增速虽
然下滑，但仍占据了世界经济增量中的1/3。世
界好奇的是，未来的中国，将向何处去。

而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决
定，向过去的增长方式挥手作别，以一种更加
科学、合理、高效又可持续的方式前进。

千年古镇乌镇，不久前刚刚宾客盈门。在
那张著名的合影当中，习近平身后站着各国互
联网巨头，他们的企业市值个个富可敌国。而
在其中，有两个“80后”的身影。

这是中国活力的象征——过去的一年中，
以“70后”、“80后”甚至是“90后”为绝对主
力的中国互联网，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蓬勃的活
力。在“双十一”这个由中国互联网打造出的
新消费时点，一天的成交量超过千亿元，远远超
过之前美国最著名的网络消费节“黑色星期五”；
在GDP中，互联网经济的占比已经达到7%，而这
一数字每年都在高速增长；中国的互联网上市公
司，已经在中国股市中占比超过1/4。

对于互联网这一引领中国未来的领域来
说，即将过去的2015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

这一年的“两会”上，“互联网＋”首次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可以看见的未来，这
个加号后面，将加上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

同样是在3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以国
务院办公厅意见的形式印发，引发年轻人蓬勃的创
业活力。在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这一意见同
样出现在中央战略中。同样是 2015年，在“互联
网＋”之外，大数据、网络强国也被写入国家战略。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北京的创业者，已经
感受到了政策的红利。他们拿到了政府给予的
创业投资支持；在正在征求意见的北京市落户
新政中，创业，也成为积分落户的重点加分项
之一。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投资于人”
也成为全新的表述，旨在调动“企业家、创新
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长久以来，中国的人才都在等待属于自己
的时代。2015年，标志着梦想的阳光照进现实。

理念引领前行
对创新、人才、新事物的尊重，来自于理念

的提升。
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的是中国未来五年的

发展战略和方向。而在这一谋划“十三五”规划
的中央全会上，“五大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
未来发展理念的重大进步。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十
三五”以及未来更长的时期内，这些都将是引领
中国、理解中国的关键词汇。

创新，意味着中国要向过去告别。在盲目“摊
大饼”“上项目”增长方式不可持续的大背景下，中
国决定发挥 13亿人的智慧和力量，从内部挖潜，朝
着更有竞争力的方向前进。

“协调”“共享”意味着在中国向前进发的过
程中，没有一个行业、地区，没有一个中国人被
抛下。发达地区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落后地区
也应当在新时代找到动力。

“开放”意味着在中国的“一带一路”、自贸
区战略推行的时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可
以在中国享受到同等的开放机遇。而最重要的，
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将更加受到重视，“绿
色”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基准色。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
这个大逻辑之下，中国的未来正在被塑造。

泱泱大国要做一件事，任务总是格外繁重。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之
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要在未来5年当中完
成 7000 万人口的脱贫工作；在未来 5 年内，年均
的经济增速不能低于6.5%……

任务如此繁重，那么中国未来的着力点是什
么？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言，是去产能、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归结起来，则是
一句话：结构性改革。

为了达到结构的平衡，中国在未来，会在适
度增加总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供给侧的改革
——毕竟，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第一贸易大国的
地位，需要让国人更有获得感，而不是必须奔赴
海外，才能买到优质的奶粉、高压锅、马桶盖和
医疗教育服务；同样，中国需要给企业减负，让
企业以更低的成本竞争和创新，让民营企业和国
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中国也需要化解
过剩产能、给房地产去库存、降低金融风险，在
更大的结构上保持平衡。

这是巨大的任务，更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当
下的每一次艰难改变，都是为了未来的轻盈转身。

大事塑造未来

总有一些事情让人们难忘。大风起于青萍之
末，何况蝴蝶翅膀扑动的力量如此强大。

2015年的中国，大事很多，影响很深远。
当宁夏、上海、北京的“首虎”落马之后，

中国的“反腐地图”已经实现了全国的“全覆
盖”。而当今年的第三轮专项巡视结束时，自十
八大以来的中央巡视工作，已经完成了60％的板
块——在中央管理的地区、部门、央企、金融、
事业单位等五个板块中，地区、央企、金融全部
巡视一遍。

没有死角，没有余地，没有“投鼠忌器”，
也没有“人情照顾”。在党纪国法面前，任何地
区、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当反腐的风
暴吹向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共同感受是：这是

“法治”时代的到来；这是新的政治生态的到来。
而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当习近平宣布中国将

裁军 30 万的时候，中国的军队改革大幕也已经
拉开。裁军不意味着弱军，而是要打造一支更加
精干、更适应未来局势的队伍。11月，中国的军
队改革思路确定，以往的军区制度，将被更加灵
活机动、更容易指挥，也更具战斗力的“兵种”
和“战区”指挥体制取代。

同样刺痛人们神经和让人们铭记的，是关
于灾难的记忆。天津爆炸，我们叩问港口和企
业之间并不清楚的管理体制，追问危险化学品
保管存储上存在的法律漏洞和监管缺位；深圳
山体滑坡，我们将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追查现
代化进程中每一个可能存在的不足与缺失。

“吃人”的电梯，让我们关注埋伏于身边的安
全陷阱；“天价大虾”事件，也让每一个城市
管理者都比以往更加注重细节对于城市形象的
影响。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同时召开的，还有中
央城市工作会议。可以想见，在中国的未来，
除了拥堵、污染等城市病，棚户区、垃圾场、
危化场所、安全设施这些以往并未被重点关注
的“角落”，也将越来越被以立法等形式规范管
理。

20 年前的呼格吉勒图案终于在今年得到昭
雪。而在反腐过程中被查出的政法案件同样让我
们看到，“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的方式必须
结束。正是为此，中央出台了《领导干部干预司
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
追究规定》，并且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
议上，先后多次讨论司法改革问题。

大国前行的脚步往往沉重，但我们从不曾
停止。

中国迎向明天
到今年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已经实施了一周年。

而当2016年的第一缕阳光照进这片古老的大地，一些改变又
将悄然发生。

比如，从元旦起，经过选举或任命的新产生的国家工作
人员，都需要单手握拳，向国旗庄严宣誓：“我宣誓：忠于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
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对宪法的尊重，对法律的敬畏，对监督的接受，将在未
来成为中国的主流。

又比如，2016 年 10 月 1 日起，人民币将同美元、欧元、
英镑、日元等一起，正式成为世界货币篮子中的一员，仅次
于美元和欧元，成为世界重要的储备货币之一。同样，2016
年，中国牵头的亚投行，也将站在世界面前。

权利代表着责任。世界对人民币的认可，不仅预示着中
国经济更加无缝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也将反过来推动中国
的金融改革。

党员干部会发现，自己行为方式将有更具体的规定。
2016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正式施行。被誉为新“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的 《廉洁自律准则》，短短八句话，朗朗上口，
规定了共产党员的准则；加入了体现政治规矩、八项规定、
反“四风”、群众纪律等治党经验的 《处分条例》，则把党纪
和国法分开，强调党纪比国法更严。

这是从严治党从“治标”迈向“治本”的标志。按照理
想形态，未来纪委的工作，将更多以“执纪”为主，力求让
纪律查处成为主流，把问题消灭在初生和萌芽状态，从而避
免“今天好同志、明天阶下囚”的监督失位。

还有，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也将随着新年的阳光开始施
行。随着“十三五”的到来，“强势环保”已经是可以预见的趋
势。毕竟，雾霾是人人平等的“会呼吸的痛”，水土污染更是让
人看不见乡愁、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问题。

2015年，地球村里发生的事情很多。巴黎暴恐，让全世
界都联合起来，站在恐怖主义的对面；习近平和马英九跨越
60多年的握手，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新型大国关系”，让
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韩、中澳自
贸区的生效，不仅让中国的自贸朋友圈再次扩容，也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便利。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2015 年，是影响未来的一年，
也是塑造长远未来的一年。

2015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会铭记它。这一年，中国很努
力，世界也是。2016年要来了，我们张开臂膀欢迎它。这个
世界会好吗？我们想，是的。

秦 迎编制 （新华社发）秦 迎编制 （新华社发）

转型升级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源头入手 徐 骏作 （新华社发）源头入手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齐力治霾 赵乃育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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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长远未来之年塑造长远未来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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