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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虽 旧 邦 ， 其 命 维
新。”《诗经·大雅》 中的这
两句诗，曾被习近平总书
记反复引用。

两年前，习近平在接受
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
巴 4 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
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30多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
法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今后，我们还将坚持用改革
的办法来破解前进道路上
的各种困难和挑战。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经历
2014年的开局之年，走过2015年的关键之年，进
入了2016年的攻坚之年。2016年，全面深改迎来

“施工高峰期”，主体框架逐步搭建起来。

全面深改提质加速

2016年，很多改变令人印象深刻。
海南省海口市的王德旺掩饰不住惊喜，“早上

刚送交材料，下午就通知我，食品经营许可证办
下来了”！

天津市宝坻区副区长艾玉昆肩上的担子重
了，“当了河长，要被考核，考核成绩还要排名”。

重庆市九龙坡区的王波感受到了温暖，“户口
可以从农村转到城里了，孩子上学方便多了”！

2016年，全面深改进入“加速度”。从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户籍制度改
革到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改革勇于破除阻力，提
升“含金量”。

2016年，全面深改既全方位推进，又有所侧
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
以及军队等方面的改革框架逐步搭建起来。其
中，经济体制改革是主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主攻方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
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改革开放是当
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汪玉凯表示，未来应最大限度地排除改革阻力，
在关键部位上进一步取得实质性突破。

改革督察成为常态

“环保部约谈某市市长……”这样的报道，在
两年前，总能成为新闻头条，而如今，约谈、问
责已经常态化。近日，环保部发布消息称，第二
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对北京、上海、湖北等 7 省

（市） 实施督察，约谈1100人，问责687人。
2016年，督察成为推进改革的着力点。
1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

次会议指出，对中央部署的重大改革举措，要结合
本地实际实化细化，时时关心，时时跟踪，盯住不
放，狠抓落实。要把改革督察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加
大督察工作力度。

7 月 22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各地区各部门开展改
革督察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督察各级干部特别
是领导干部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是不是以改革促进派、实干家的标
准要求自己，以严和实的作风谋划改革、落实改革。

2016年，各领域的改革督察密集推进。8月，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全面启动，督
查包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在内的23项重点内容。12月，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督
察组，对12个省（区、市）法院落实司法责任制等改革情况进行实地督察。

民生导向更加清晰

年末岁尾的两场重要会议，在寒冬中格外温暖人心。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

样对楼市改革进行定位。
“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12月21日召开的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将6件百姓普遍关心的事定义为民生“大事”。
2016年，改革的民生导向更加清晰。
12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改革

的“四个有利于”，其中之一是“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
获得感无疑是这一年全面深改的关键词。“奇葩证明”不断废止，“办证多”“办事难”

问题得到遏制；农业户口全面取消，户口本不再成为阻隔城乡的高墙；身份证、驾照可异
地办理，省去往来奔波；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取消，“看病贵”局面进一步缓解……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郑重宣示，也是全面深改的努力方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5日电 （记者罗宇
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
成效。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
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
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
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
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
设 。 要 按 照 十 八 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六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
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
度短板，力争到建党 100 周年时形成比较完
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
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 24日至 25日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阐明

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主要
任务和基本要求，为做好党内法规工作提供
了重要遵循。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党中央部署，要牢牢把握党内法规制度建
设的正确方向，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切实体
现党的意志主张，体现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强化“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
识，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
筹推进、一体建设，推动党的制度优势更好
转化为治国理政的实际效能。

刘奇葆、赵乐际、赵洪祝出席会议，栗
战书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并讲话。

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刘云山出席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并讲话

昆明理工大学
近 日 举 行 “ 红 土
情·世界风”中外
师生联谊晚会，来
自中国、美国、泰
国、巴基斯坦、苏
丹等 15 个国家的
千余名师生欢聚一
堂，共迎新年。

李发兴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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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12月25日电（记者孙懿）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25日下午在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医药法、公共文化服务
保障法、环境保护税法，决定任命杨晓渡为监察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59、60、61、62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议
案，决定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
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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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中医药法、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环境保护税法，决定任命杨晓渡为监察部部长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张德江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25日电 （记者陈
菲、杨维汉）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25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决
定。根据这一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将于2017年3月5日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 25日电 （记者孙铁

翔） 日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召开
了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二次主
席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的决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二
届五次会议明年 3月 3日在北京召开。《决
定》 草案将提请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年3月5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明年3月3日召开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明年3月5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明年3月3日召开

12月 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含
有涉台内容的“2017财年国防授权法”，为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开历史倒车打开了绿灯。

该法案此前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表决
通过，明确提出美国国防部应“推动美台
高层军事交流以改善美台军事关系”，并特
别说明所谓“高层”指美国“军事将领”
和“助理国防部长以上文职官员”。

上述涉台内容是以“国会意向”的形
式塞入美国国防授权法的，只是表达了国
会在某一项议题上的看法、观点、立场，
即使有关法案由总统签署成法，上述“意
向”本身对美国行政部门也不具有法律约
束力。但这并不会减弱上述涉台内容的恶
劣性质及其消极影响。

台湾问题攸关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也是中
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一
贯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
事联系。但长期以来，美国对自己在台湾

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不以为意，反而进行各
种狡辩。

自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有关
台湾问题的“格式化”表态是美国将坚持
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但同时又称将继续履行“与台湾关系法”。
可以想见，如果被问及上述涉台法案，美
国官方发言人依然会“老生常谈”。

问题在于，所谓“与台湾关系法”是
美国单方面制定的，其本身就与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原则背道而驰。美国前脚同
中国发表建交公报，后脚就抛出“与台湾
关系法”，给中美建交加上限制条件，为

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维持与台具有官方性
质的关系提供国内法依据。美国一方面
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样严肃、重大的
国际文件中对一个中国政策作出庄严承
诺，另一方面又通过国内法违背自己的
承诺，出尔反尔。

美方这样的行径并不鲜见。经过谈
判，中美于 1982 年发表了“八·一七”公
报，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作出规定。但美
国政府转身又对台作出违反“八·一七”公
报原则的所谓“六项保证”。如此背信弃义
的表现本是上不了台面的，而美国内一些
势力却不断要把“六项保证”写入成文

法。此外，美方还玩弄法律游戏，声称
“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于中美之间的
联合公报，企图削弱、干扰、破坏中美三
个联合公报的效力。

明明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
政、侵犯中国主权、危害中国国家安全、
损害两岸和平稳定，把台湾问题当成一张
牌来对付中国，美国却总能找出一堆冠冕
堂皇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开脱，试图自圆其
说，这归根结底还是霸权心态作怪。同样
的事情还发生在南海等问题上，美国嘴上
讲“法治”“规则”“国际法”，实际上却不
停抹黑中国，把自己打造成“和平天使”、

正义的化身，背后掩盖的是美国的战略意
图。

中国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任何人拿
台湾问题左右中国的命运。美国自认为
台湾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资产”，实
际上台湾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历
史包袱。

林肯曾说过，“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
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永
远欺骗所有人”。在涉台问题上，美式狡辩
和逻辑可休矣。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
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美式狡辩与逻辑可休矣
■ 贾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