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叶昊鸣 严赋憬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

革的价值取向，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

处理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从人民利益

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不

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践行改革初心——抓改
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7 月 5 日，《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

实施方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通

过，旨在强化政策保障、调动各方面科技

创新资源，合力助推创新药的突破发展，

这标志着我国医改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从新药进医保、药品集采常态化制

度化到今天的全链条支持创新药发展，

一系列破解用药难、用药贵的举措，彰

显全面深化改革的民生底色。

“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做到老百

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

什么、推进什么”“要坚持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

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

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论断，揭示了全面

深化改革的价值旨归。

回应人民关切，坚持从解决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

入，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2012 年退休时，我每月养老金为

1972 元 ，到 2023 年 底 ，已 经 达 到 3526
元。”今年 72 岁的李大爷是辽宁省沈阳

市企业退休人员。近日，他收到了养老

金增加的好消息。我国明确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23 年底前已退休人员

按照人均 3％的水平提高基本养老金。

养老关乎亿万老年人生活水平，是

家事也是国事。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一系

列切实改革举措破解养老难题，努力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从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

发力点和突破口：农村“厕所革命”、城

市垃圾分类、防治“小眼镜”、推进清洁

取暖……一件件民生“小事”被摆上中

南海的议事案头，成为改革的关注点、

着力点。

人民心声即改革所向：针对“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反映强烈的问题，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基层负担

过重，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关注“落户难”“迁户难”，深入推进

户籍制度改革……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从

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大到

医疗、教育等重大领域改革，细到身份

证异地受理、婚姻登记“跨省通办”等便

民服务，影响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深层

次体制机制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实现人民利益，站在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立场上，让“改革红利”落实到最广

大人民群众身上——

个税改革、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深

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蛋

糕”切得更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缩小。

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改革、

健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机制……人民

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推动政法

机关通过改革提供更加多元、便捷、精

细的法律公共服务。

从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

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到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有力维护公平正义；从

城镇新增就业年均超过 1300 万人，到

保障性安居工程惠及 1.4 亿多群众……

改革精准发力、持续用力，不断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

十多年闯关夺隘，2000 多个改革方

案涉及经济社会各领域，生动记录着全

面深化改革造福人民的温暖步伐，深刻

印证了改革为民的拳拳之心。

汇聚改革动力——依靠
人民推动改革，改革成果由人
民检验、由人民共享

2024 年 5 月 23 日，山东济南，一场

关于改革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在这里

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面对面

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请大家畅所欲

言。”

会场中，有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

业、外资企业、港澳台资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个体工商户的代表，有

来自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生动体现了

“把最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

上来”。

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

力量，由人民共同完成。改革开放在认

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

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

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

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

实践。

也正是因为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

极性，确保了改革事业的兴旺发达，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

民。

紧紧依靠人民，从人民的实践创造

中汲取力量——

夏日的浙北长兴，村庄宁静、河网

密布、翠色绵延，生态之美随处可见。

曾几何时，鱼米之乡深受黑水臭气

困扰。2003 年，浙江省长兴县探索给河

流确定“河长”，凡水必治、凡治必清。

从小县城发轫的一项“护水之计”，不仅

改变了当地的环境风貌，也成为全国推

广的“治水之策”。

2018 年 6 月、12 月，河长制、湖长制

全面建立，各级河湖长上岗履职、全力治

水，让源源碧水在山野田畴间迤逦穿行。

基层探索中孕育改革的智慧，人民

群众中蕴藏改革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改革任务越繁重，我们

越要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善于

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完善

改革的政策主张”。

天津“一枚印章管审批”，浙江“最

多跑一次”，福建三明综合医改……一

项项闪烁着基层智慧的改革措施应运

而生，并逐渐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汇

聚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动能。

在一次次问计于民、广集民智中，

改革找到破题的思路，凝聚起奋进的共

识，最终以发展成效惠及全体百姓。

坚持人民评判，使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成色更足——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

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15 年

2 月 27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全面深

化改革定下温暖的基调。

改革成效明显不明显，要看人民是

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

得到了改善。这是改革事业蓬勃发展

的关键。

摒弃“唯 GDP 论英雄”的发展观、

政绩观，将资源环境相关指标作为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标

尺的改变，印证了发展理念的变革，表

现了守护民生福祉的坚定决心；

把推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作为重点，抽查回访群众举报问题的整

改落实情况，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

意见建议——有力有序的督办督察机

制，确保改有所进、改有所成；

大到进一步提高全过程人民民主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细到在互

联网平台征集问题线索、推动代表委员

每一件建议提案“落地有声”……新时

代改革的宏大布局中，人民的获得感始

终是改革成效的衡量标尺。

正是因为改革成效由人民检验，进

一 步 保 障 了 改 革 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

享。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全面深化改革

也由此拥有了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

底气、最澎湃的动力。

坚定改革指向——从人
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
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

中国式现代化是 14 亿多人口的现

代化，规模大，难度也大。面向未来，从

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中国式现代化的

动力才会越来越强劲。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

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

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顺应时代

发展新趋势、人民群众新期待，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正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动

力和保障。

始 终 着 眼 于 实 现 人 民 美 好 生 活

——

走进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

社区，车辆停放整齐，路面干净整洁，生

活气息扑面而来。

6 月 19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了解社区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优

化便民惠民服务等情况，强调“紧紧围

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

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

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

强烈，要紧紧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推动各项改革不断取得新进

展。

梳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20 项主要指标中，直接事关

民生福祉的有 7 项，把保障和改善民生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教育改革

正向优质公平迈进；应对老龄化挑战，

改革发力扩大普惠养老供给；以户籍制

度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

面振兴；以数字化助力政府职能转变，

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推动幼

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

取得新进展。

始终着眼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24 年深化医改“路线图”近日公

布，明确提出要推进药品和医用耗材集

中带量采购提质扩面。预计到 2024 年

底，各地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将累计达

到 500个。

一系列医改措施接连推出，为的是

让更多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的健康服务。

当前，一项项惠民生、暖民心的改

革举措持续发力：

全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

会保障制度改革，缩小东西部之间、城

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

距，在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

分好“蛋糕”；

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深

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朝着创造

更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迈进；

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加大对中

小企业帮扶力度，创新巡回法庭制度

……从人民利益出发、从保障和改善民

生入手，持续推动改革成果更广泛、更

直接惠及人民群众。

始终着眼于推动共同富裕——

“收到茉莉花后要浇透水，最好放

在光照充足、通风良好的环境里。”镜头

前，广西横州市青年莫殿金正耐心地向

直播间的观众介绍茉莉花的苗情以及

养护知识。

今天，从花卉产品电商直播到乡村

“文旅 IP”，用好数字技术“新农具”，更

多“新农人”获得新的就业岗位、踏上新

的致富路，在乡村振兴大潮中过上新生

活。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

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方向

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

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

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

展望未来，从破除创新要素流动壁

垒、构建高效创新生态体系，提升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到以改革创新推动

人口高质量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一系列改革协同发

力，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

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让人

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新征程上，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想人民之

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必将汇聚起磅礴之力，续写更加

辉煌的篇章。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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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耿辉凰

青青的山，蓝蓝的海，高天上流云映

花开，飞旋的车轮竞豪迈。

从苍茫戈壁到连绵草甸，从祁连山

下到青海湖畔，青海用最美的景色欢迎

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平车手，展现美丽

中国新图景。

从一无所有办赛到迅速升级为国际

自盟职业系列赛，每一个转弯、每一次加

速、每一段爬坡，23 岁的环青海湖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以高原的力量、体育的激

情，在打造百年赛事道路上奋勇前行。

竞技之路：环湖赛成世界
级公路自行车赛事

随着一声鸣枪，第 23 届环青海湖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 7 日在高原古城西宁开

赛。本届赛事于 7 日至 14 日进行，分 8
个赛段，总距离 1255 公里。来自四大洲

的 22 支队伍、154 名专业车手将在青藏

高原展现竞技体育之美。

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

帕蒂安在开赛致辞时说，二十多年来，环

湖赛一直以其穿越中国青海的绝美路线

让参赛车手和观众们充满期待和喜悦，

这项多日赛凭借其圆满成功的举办和卓

越的品质，晋升为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

主要赛事之一。

“诚然，历届赛事皆精彩非凡，我要

感谢组委会一次次为大家呈现如此壮观

和令人流连忘返的线路。”拉帕蒂安说。

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高寒

缺氧、自然条件差，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

展相对滞后，几乎没有人相信可以在这

里举办高水平国际性赛事。2002 年，青

海省创新思路、另辟蹊径，首届环湖赛由

此诞生。

缺资金、缺经验、缺支持，初生的环湖

赛引来的质疑和抱怨远远多于喜悦……

一些长期关注环湖赛的媒体记者犹

记前几届赛事的“简陋”情况：第一届因

为使用传统的手掐秒表，好几个赛段多

名运动员同时冲线，裁判只能凭经验估

算成绩；一些赛段，记者和一些工作人员

只能住在简陋的帐篷或车马店中……

历经 23 年磨砺，从首届赛事的 2.5
级，到升级为亚洲顶级公路自行车赛事，

再到如今成为国际自盟职业系列赛，这

项大型公路自行车赛事稳步前行。

日月山，青海公路自行车队训练的

必经之地，也是环湖赛从城市路段转至

高海拔路段的过渡点。

藏族车手董晓勇出生于日月山脚下

的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从小受环湖赛

的影响，2004 年初中毕业后，他进入青

海省自行车队，成为一名专业车手。

2005 年，董晓勇代表中国二队参加

环湖赛，当时队里的 7名队员有 3人完成

了比赛，他是完赛车手之一。“他们太快

了，但当年有‘亚洲车王’黄金宝参赛，我

仿佛看到了一盏启明灯。”

2016 年的环湖赛场，董晓勇在第一

赛段站上了领奖台，穿上了代表“亚洲最

佳 车 手 ”的 蓝 衫 。2017 年 从 车 队 退 役

后，老将董晓勇成为青海女子公路自行

车队的教练。

董晓勇说，在环湖赛带动下，高原本

地车队迅速成长，从跟赛到获奖，他们见

证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运动的崛起。

“是环湖赛成就了我。为了自行车，

我流过汗、流过血，也流下过泪水。从

18 岁的少年到 30 多岁的汉子，14 斤的车

子在我心中有着无法比拟的厚重。”董晓

勇说。

历经二十余载风雨，如今环湖赛已

形成以职业赛事为引擎，以衍生赛事为

拓展，以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播为两翼，以

全民健身、大众参与为支撑的发展格局，

以其独特的创造力、深远的影响力、强大

的品牌力吸引着世界目光。

绿色之路：高天厚土间展
现高原大美风光

环湖赛从诞生之日起，就将“绿色、

人文、和谐、体验”作为主题，延续至今。

位于三江之源的青海是长江、黄河、

澜沧江的发源地，在中国乃至亚洲都占

据重要的生态位置。

“环湖赛见证了青海守护好绿色江

源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意义是，通过绿色

运动方式，组委会向外界传递保护三江

源、青海湖乃至沿线生态环境的强烈信

号，这是环湖赛的使命所在，也是众望所

归。”青海省体育局局长王霞说。

环湖赛途经的山川河湖，向世人展

示高原大地草原、湖泊、森林、花海、雪山

绘就的大美画卷，助力青海打造国际生

态旅游目的地。

“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本届环

湖赛第六赛段，车手将骑行至祁连山国

家公园青海片区所辖的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祁连县。

清晨，一场雨后，洁白的云朵缭绕在

山间，蔚蓝天幕下，灰色房顶的琉璃瓦房

反射着银光，一排排富有特色的民居沿

着山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登高

放眼，远处牛心山的积雪清晰可见。

这个静谧的村庄叫拉洞台，位于祁

连县八宝镇。

依托祁连大草原壮美风光，今年 6
月，土生土长的李长峰在山东援建资金

支持下，在村里开了一家名叫天境星空

居的民宿。夜晚，游客们在房间就可以

和浪漫的星空对话。

村党支部副书记聂文刚说，在环湖

赛等体育赛事带动下，当地生态旅游蓬

勃发展，全村 273 户百姓中，65 家利用自

家民房开起民宿。“每年七月，很多游客

因环湖赛慕名而来，用骑行的方式感受

当地民俗风情和草原风貌。”

每年的环湖赛车手经过青海湖畔

时，都能看到成群的普氏原羚在青海湖

畔的草原上撒欢跳跃。作为环湖赛的吉

祥物、青海湖地区的珍稀动物，普氏原羚

数量已由保护初期的不足 300 只增加到

现在的 3400 余只，它们生活在青藏高原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最好时代”。

颁奖台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手

握香槟，对着镜头展示可爱的普氏原羚

时，更多人会通过这一美丽物种，了解其

背后的动人故事。

“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环湖赛吉祥物

普氏原羚在传达体育精神和地域文化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表达着人们保护好高

原生态的美好愿望。”青海天佑德洲际自

行车队领队张小龙说。

普氏原羚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缩影。

作为环湖赛最经典的赛段，环青海

湖区域的生态持续向好。如今的青海

湖，正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谱

写湿地类型国家公园建设新篇章。水质

优良率达 100％，草地综合植被盖度达

60％ ，湿 地 保 护 率 达 69％ ，“ 草 － 河 －

湖－鱼－鸟”共生生态链趋于平衡，青海

湖碧波荡漾，光彩夺目。

和谐之路：新起点再出发
圆“百年环湖”之梦

每年夏季，只要环湖赛经过家乡，年

过八旬的土族老人吕有荣都会伫立在班

彦村村口，注视着环湖赛车队风驰而来、

电掣而去。老人说：“以前哪想过这样的

景象啊！填不饱肚子的时候，老乡们只

想挣钱养家，在家门口能看到国际体育

赛事是种奢望。”

本届赛事第三赛段的起点是吕有荣

的家乡，我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青

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车手们奋

力骑行的样子，就像班彦村村民为美好

生活奋斗的模样。

互助县五十镇班彦村，有着上百年

历史，地处六盘山连片特困地区。长期

以来，行路难、吃水难、上学难等问题困

扰着居住在山上的村民。

2016 年，村民们陆续从海拔 2800 米

的山上搬到了山下的平川。如今，乡村

振兴中规划建设的系列产业为当地发展

插上了翅膀。近年来这里初步形成了光

伏发电、特色养殖、酩馏酒酿造、土族盘

绣制作、乡村旅游等产业，摘掉“贫困村”

帽子的村民有了更多追求。

环湖赛一路走来，见证着青海各地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图景。

青海省海北州海晏县西海镇金银

滩。夏季，漫山的金露梅和银露梅装扮

着草原。2012 年，世代生活在草原上的

牧民洛桑尖措在家乡创办了以自行车骑

行为主的达玉部落。

从青海湖北岸的海晏县出发，民间

骑行爱好者经过青海湖畔的二郎剑、黑

马河、刚察等地，最终回到起点。

人们用骑行的方式丈量大美青海。

现在这个基地有各类自行车 1000
余辆，仅每年的 7月至 10月，从基地出发

骑行的爱好者有近 5 千人次。“在环湖赛

带动下，青海湖畔的骑行产业如雨后春

笋般兴起。环湖赛一路成长，为大美青

海打开了一扇面向世界的绿色、低碳之

窗。”洛桑尖措说。

一辆车，一段路，环湖赛也锻造了一

种精神。当人们惊讶于环湖赛成长速度

时，也发现了比赛事本身更重要的收获：

环湖赛填补了青海体育史上没有举办过

国际大赛的空白。23 年的实践证明，高

原人民依托自身特色资源，也能把赛事

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办出水平。

在环湖赛引领下，青海举办国际抢

渡黄河极限挑战赛、岗什卡国际滑雪登

山交流大会等赛事，展现着我国西部独

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在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体育独特的作用。

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环湖赛，

日益成为高原儿女团结奋进的纽带。

每年环湖赛所到之处，沿线牧民高

举五星红旗，在赛道旁策马奔腾的画面

振奋人心。身穿民族服饰的观众扶老携

幼，欢迎世界各地的车手。

海北州文体旅游广电局体育科副科

长旦巴才让说，环湖赛实现了体育与旅

游融合发展，切实为当地民众带来了实

惠。现在海北州很多百姓转行从事自行

车租赁、骑行服务等工作，在增长见识、

增加收入的同时，各族群众在高原大地

上共同谱写出动人的民族团结进步之

歌。

董晓勇的父亲董明发曾是青海省自

行车队的车手。每年的环湖赛西宁绕圈

赛前，不管儿子是否参赛，董明发都会为

参加环湖赛的青海车队的车手们集体敬

献哈达，老车手在用这样的方式向后辈

们致敬。

王霞说：“每一步蜕变，都见证了环

湖赛成长的历程，新活力的注入，也是环

湖赛走向成熟的必然。我们希望能不断

超越自我，将环湖赛办成百年自行车赛

事。”

（新华社西宁7月10日电）

环湖赛一路生花环湖赛一路生花———在青海湖遇见美丽中国—在青海湖遇见美丽中国

在首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五赛段的比赛中，选手途经湖区草原
（2002年7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 侯德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