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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习近平在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座

谈会上的讲话（全文）》

网友“阳光灿烂185”：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朱德同志等老一辈

革命家和千千万万革命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目标。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
中央周围，同心同德，锐意进取，顽强奋斗，继续
把革命前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进向前，为创造更加
灿烂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侠客岛《中央决心保护私有产权，哪些冤假错

案有望重申？》

网友“小龙”：
将私有财产提高到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确实

是一大进步。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可以使民间资
本更好的发挥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作用，提高资本利用
率，缓解融资困难问题。

中国楼市目前总体上反映了供需，但也长期存在
发展不均衡等结构性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价格长期背
离价值往往意味着非市场因素在起作用，这既容易积
聚金融风险，又不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在此
背景下，政府及时出台调控措施、避免“市场失灵”，是
从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的必要举措，不能片
面理解为遏制市场机制。事实上，在一些发达的市场经
济国家，政府在必要时调控楼市是很常见的。

（制作：李 贞）

被文汇报、工商时报、中时电子报等转引

侠客岛《“港独”猖獗，香港要补补历史课了》

网友“苍穹骄阳”：
说到底，就是中央政府敢于同所谓的香港“民

主派”、“港独”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在历史教育
上、在二十三条立法上，要坚决果断推行！一切以
“一国两制”为借口的对港不作为，都是对国家民族
不负责任。

网友“灰毛豆”：
换个思路看，政府在处理涉及公民合法私产的

问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要程序合法，手段合
法，目的合法。这份文件很重要，执行到位，方能
不违初心。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看待楼市调控需从全

局出发》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习主席为新时期

中拉关系指明方向》

被BBC等转引

中拉虽然相距遥远，友谊却源远流长：“中拉时
间”已经开始，前景必无限光明。毫无疑问，习主
席此次演讲不仅是中国对拉美地区的一次政策宣
示，而且是中国对世界的一种庄严承诺，必将成为
新时期中拉关系的重要指南，引领中拉人民携手共
进、共同发展，实现美好梦想。

有产者有了定心丸

有恒产者有恒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

保护产权的意见》对外发布，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
权保护的顶层设计。该文件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纲领性文
件，是党和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的重大
宣示、庄严承诺，对于开创中国产权保护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
大意义。《意见》开宗明义，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
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70年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后，我们的房子怎么办？如何遏
制征地与拆迁导致的矛盾？农民宅基地权益如何保障？文件说
了，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
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和稳定预期。完
善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
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将公共利益扩大化，细化规范征收征用
法定权限和程序。遵循及时合理补偿原则，完善国家补偿制
度，进一步明确补偿的范围、形式和标准，给予被征收征用者
公平合理补偿。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
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粮食生产能力不减弱、农民利益不
受损的底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落实承包地、宅基地、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增

加农民财产收益。
网友“通晓一点”写道：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或多

或少都积累了相当财富。明确产权保护，有助于安定人心，有
利于后续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政府这方面工作还要进一步加
快才行，尽快上升到法律层面。

网友“DW”评价：保护私有产权上了国家日程是件大好
事。作为一名刚毕业一年的大学生，从农村奔向城市的无产
者，向有产一族努力奋斗。

文件还明确了，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
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属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
赔偿当事人的损失。由此引发了媒体对哪些案子要重审的猜
测，如公众号侠客岛做了一篇《中央决心保护私有产权，哪些
冤假错案有望重审？》

网友“兰廷蓬”留言：希望浙大褚健的案子早日迎来公正的结
果！网友“S宋豫”留言：由中央出面保证，挣来金山银山也不用怕
别人觊觎、盘剥，今后的中国顶级企业家会越来越多！网友“小龙”
留言：将私有财产提高到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确是一大进步。
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可以使民间资本更好地发挥在经济新
常态下的作用，提高资本利用率，缓解融资困难问题。

高级领导人待遇适当从低

打铁还需自身硬。
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30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规范党和国

家领导人有关待遇等文件。会议认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办公
用房、住房、用车、交通、工作人员配备、休假休息等待遇进
一步作出规定，明确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人退下来要及时腾退办
公用房；不能超标准配备车辆、超规格乘坐交通工具，外出要
轻车简从，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按规定配备
工作人员并加强教育管理，严格约束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压
缩赴外地休假休息时间，实行严格报批制度等。

会议强调，各有关方面要细化落实方案，制定具体实施办
法。有关人员要自觉遵守。要加强督促检查，不打折扣、搞变
通，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还明确了要按照“保障工作需
要、待遇适当从低”的原则，统一规范，强化约束，有关规定
从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率先做起，并分批实施。

党中央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上的率先垂范引起了网民的热
议。

网友“海哥”留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身作则，
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风清气正，全心全意为全党和全国人
民服务的胸怀。网友“文元”留言：党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
待遇规定，如能真正贯彻执行，定能起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上行
下效的引导激励作用。此策英明坚决拥护！望持之以恒！

来自广州的网友留言：我党既然不存在特殊党员，也就不
应该存在特殊待遇。

厉害了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
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首二十四节气的歌谣，你多少还能记
得一些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一届常会于11月 28日至

12月2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心召开。11
月30日下午委员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
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

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中国古人将太阳周年运动轨迹划
分为24等份，每一等份为一个“节气”，统称“二十四节气”。具体包括：立春、雨
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
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二十四
节气”指导着传统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是中国传统历法体系及其相关实践活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气象界，这一时间认知体系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当晚，公众号北师大民俗学推送了一篇文章——《中国又一项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诞生，你真的懂二十四节气吗？》，顾问一栏里看到了北师大社会学院人类学民
俗学系主任萧放教授的名字，他恰巧参与了二十四节气申遗的部分工作。在当天的

微信里，他写道：见证二十四节气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内心十分激动！
有一种久违的感动！作为代表团的一员，作为岁时民俗的研究者，文本的修订人之
一，能够现场见证，具有特别的心绪。祝贺中国！

为确保“二十四节气”的存续力和代际传承，相关部门协同相关社区、群体于
2014年5月成立“二十四节气保护工作组”，联合制定了《二十四节气五年保护计划
（2017—2021）》。河南省登封市文化馆、内乡县衙博物馆，湖南省安仁县文化馆（非遗
保护中心）、花垣县非遗保护中心，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非遗保护中心、衢州市柯城区
九华乡妙源村村民委员会、遂昌县非遗保护中心、三门县亭旁镇杨家村村民委员会，
贵州省石阡县文化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文化馆等相关社区，将建立并依托二十
四节气传习基地，结合富有地域特色的仪式实践和民俗生活，开展相关调查、传承和
宣传活动，使这一传统知识体系得以存续。

截至11月30日晚23时，人民日报新浪微博的“二十四节气入选非遗”一条留言已
有800多条，客户端留言有1200多条，点赞数超过3300，留言中处处透着自豪。

网友“5351914256”留言：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也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见证。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
律和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二十四节气能反映季节的变化，指导农事活动，影响
着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祝贺中国“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了！为古人的智慧点
赞！

网友“花彩绰绰”留言：华夏民族农耕文化的瑰宝，祖先的智慧结晶！节气时
令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正是东方文化精髓的体现！

过 冬

�一年一度的新疆赛里木湖牧民转场也开始了。牧羊
人和大量牲畜在宝石蓝的赛里木湖边悠然地行走，蓝天、

白云、雪山与羊群组成的画面，令人陶醉。

王玉军 摄（人民图片）

▲山东省荣成市桑沟湾城市湿地公园，是南北方鸟类

理想的栖息地，每年吸引上千只大天鹅前来越冬。图为大

天鹅在园内嬉戏。 杨志礼 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