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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
话，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全
党全面准确理解全会精神，推动各项
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连日来，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
家表示，要在学深悟透的基础上，坚定
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奋发有为、
实干担当，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勇气
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坚守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守正创新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
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

“我们党坚守改革的方向、立场、
原则，在守正中把稳舵盘、保持航向，
在创新中寻求突破、扬帆远航，推动新
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实践成
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将发展进步
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学习了
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深有
感悟。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
场。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
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工人村社区
内，公共环境干净整洁、出行通道秩序
井然、儿童乐园设施齐全。伴随着老
旧小区改造，社区硬件设施焕然一新，
居民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指明了改革遵循的价值取
向。作为基层干部，我们要对标总书
记要求，办好民生‘微实事’，增强居民
幸福感。”社区书记杨健勇说，将以老
旧小区改造为抓手，把改革部署和基
层实际相结合，努力把“民生清单”变
为老百姓的“幸福账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统筹推进
各领域改革，需要有管总的目标。

“总书记重申要坚持继续完善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
总目标，再次亮明我们党领导改革的
目标导向，再度宣示一张蓝图绘到底
的坚强决心。”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

政学院）副校（院）长薛小毛说，只有始
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
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才能确保改
革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领域
众多，必须突出重点，注重发挥经济体
制改革牵引作用。

作为浙江实体经济重镇，绍兴以
改革为动力，制定绍兴市改革抓落实
任务清单，确定了“创新打造现代化产
业体系”“文商旅促融合改革，建设现
代文旅强市”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突出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是
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把准
主攻方向，聚焦本地发展实际，以经济
领域改革引领撬动各领域改革向纵深
推进。”绍兴市委改革办常务副主任傅
青春说。

以科学方法推进改革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

科学方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改革

和法治相统一’‘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推进改革’，为我们积极发挥
法治对改革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提供
了重要指引。”山西太原市司法局局长
张彤说。

为破解涉企行政检查“多头执
法”“重复检查”等问题，太原市近来
由司法局牵头探索实行“企业安静
期”机制，助力企业减轻迎检负担。
张彤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完善太原
服务民营经济法治改革机制，联动
相关部门以法治合力排除改革阻
力，推动政府更有为、企业更有感、
社会更有序。

安徽合肥市科技局局长范进对总
书记“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
并举、先立后破”的改革方法论深有体
会。

“科技创新重在人才，我们要将总
书记此次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安徽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学习领
会，在人才评价中坚持‘破四唯’和‘立
新标’并举，既向束缚创新的藩篱动真
格，又加快建立健全分类评价体系，持
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范进说。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建设火热
开展。

结合对总书记“要坚持改革和开
放相统一”这句话的理解，海南省委深
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常务副主任关继

荣有了更加明晰的工作方向：“我们要
发挥海南自贸港优势，积极对接国际
高标准经贸规则，努力在产权保护、产
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实现规则、规
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以高水平开
放促进深层次改革。”

推动改革落地见效，抓落实至关
重要，同时也要坚持系统观念，提高改
革整体效能。

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委书记吴
振宇表示，将在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基础上，根据县级部门、乡镇
（街道）、村（社区）特点，完善实绩考核
和激励体系，着力构建责任明晰、链条
完整、环环相扣的工作机制，推动县域
各项改革任务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
事见效。

争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
将改革部署落实到位，需要广大

党员、干部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既当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
实干家。

“‘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
痼疾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
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我们要时刻牢记
在心，切实践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发
改委主任白松涛表示，将坚决扛起抓
改革的重大政治责任，会同自治区各
市各部门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经
营便利地建设系列改革措施落地，扎
实推进“向海产业壮大”“向海通道建
设”等专项行动，在改革实践中挑重
担、勇担当。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将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使命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全会
《决定》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
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向基层和群
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应
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切实抓好后两个
月的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
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要求，让云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市长
张波充分感受到做好改革工作的紧
迫性。

张波表示，今年最后两个月，我们
将铆足干劲、再接再厉，坚持把抓招
商、干项目作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中
之重，力争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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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推动解决了执法人员不足问题。

2023年9月，县水利局与各乡镇和城
区街道办事处签署了《条例》有关条款
的行政执法委托书，有效扩充了执法
队伍。

推动解决了执法规范性不强问
题。督促县水利局对25个行政执法
局分管领导、35个乡镇和城区街道执
法大队队长、乡镇水利站站长共约
100人开展了执法技能业务培训，从
执法效率、执法规范、执法公正、执法
温度四个维度强化培训，执法规范化
水平进一步提升。

推动解决了盗采河道砂石问题。
督促水利、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联合
巡查、强化监管，各级河长、警长和水
管员、库管员不定期开展巡河，合力打
击盗采砂石行为。截至目前，开展联
合执法打击行动4次，立案查处相关
行政案件4件，形成有效法治威慑，盗
采河道砂石行为得到有效控制。

执法检查动真碰硬，聚焦问题整
改、咬住问题不松、推动问题解决，体
现了地方人大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政治站位，依法保护生态环
境的法治决心。县人大环境资源和城
乡建设委员会负责人表示，通过《条
例》执法检查的监督推动，关键性条款
得到落实，长期制约河道垃圾治理的
难题得到解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更加深入人心，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
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显著提高，人
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全面提升。

持续跟踪督办构建监督闭环
贯彻实施好《条例》重点在精准，

难点在常督、长效。县人大常委会以
不放松、不停顿、不懈怠的精神，依法
履职尽责，通过深入调研视察、严格
执法检查、落实跟踪督查等组合监督
方式构建监督闭环体系，确保《条例》
实施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今年，县人大常委会将《条例》贯
彻落实情况纳入专项监督计划，并定

期听取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汇
报，以常态化监督，充分发挥监督的
连续性、持续性、长效性。另外，组织
开展跟进式监督，对东沙河、二道河、
汤头河等6条河流的河道治理工程进
行精准化监督，在工程关键节点组织
人大代表深入一线，全面掌握工程质
量、进度，提出意见建议，依法助推河
道治理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

持续跟踪督办，构建监督闭环永
远在路上。回顾《条例》实施一年多
来，县人大常委会以实际行动深入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政治责任，用法律之盾守护一
方河清岸绿，成绩突出、效果明显。据
悉，县人大常委会将继续深入基层一
线，组织新一轮《条例》视察、调研和执
法检查，针对问题紧盯不放，发挥职能
作用，以新时代的履职担当，奋力谱写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怡人图景，助
力打造绿水青山载乡愁、河湖安澜促
振兴的优美画卷。

（郝 淼 冯建平）

筑法治保护屏障 守一方河湖安澜
——县人大常委会推进《河道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工作纪实

耕地保护，关系到十几亿人的饭碗问

题，要常抓不懈，打好持久战。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

产的命根子。自然资源部前不久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1 年以来，全国耕地总量增加

1758万亩，连续3年实现净增加，遏制了耕

地持续多年减少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南

方省份净增加739万亩，扭转了耕地“南减

北增”局面。各地区各部门耕地保护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供

坚实保障。

耕地数量“三连增”，得益于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像保护

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要坚决守住18亿亩

耕地红线，坚决遏制‘非农化’、有效防止‘非

粮化’”。从加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到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到

建立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从中央到地方

出台了一系列严格耕地保护的政策措施，为

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提供了有力支撑。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我国是一个人口

大国，确保耕地数量稳定，才能更好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耕地数量三连增，意味着我国

有更多的耕地可以用于粮食生产，为大国粮

仓提供更充足的土地资源。同时，随着耕地

质量的不断提高，粮食单产也将不断增加，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尽管耕地数量实现“三连增”，但也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耕地保护依然面临诸多

挑战。人均耕地少、耕地质量总体不高、耕

地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耕地

总量由减转增的基础并不十分牢固，耕地占

用与保护的矛盾和压力依然突出。这就要

求我们坚决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

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持续聚焦稳住总

量、优化布局、压实责任“三项任务”，紧盯严

控新增、盘活存量、严格执法“三个环节”，推

动形成耕地保护的长效机制。

推动耕地保护，必须立足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针对近

年来耕地保护出现的新情况，应把各类占

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实行“以补定占”，强化省级耕地总量动态

平衡管控。近年来，我国在不断完善耕地

保护约束性“硬措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

加强耕地保护的正向激励。健全激励约束

机制，落实耕地保护经济奖惩机制，才能真

正做到让保护耕地的地方不吃亏、让保护

耕地的农民得实惠。

持续做好耕地保护，离不开全社会的共

同参与和努力。从政府到农民，从企业到社

会组织，都能为保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贡

献自己的力量。自然资源部在互联网上向

社会提供永久基本农田查询服务，鼓励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到耕地保护工作中来。河南

省建立耕地保护工作联系点制度，构建下沉

乡镇、点对点联系、责任到人、监管到位的耕

地保护工作网络，推动全省自然资源管理

“一网两长”制度落细落实。不断探索创新，

增强全社会对耕地保护的责任感，必能提升

耕地保护的效率和效果。

寸土寸金关乎国计，一垄一亩承载民

生。耕地保护，关系到十几亿人的饭碗问

题，要常抓不懈，打好持久战。确保18亿

亩耕地红线牢不可破，坚持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中国饭碗”必将端得更稳、成

色更足。 （人民日报）

一 垄 一 亩 载 民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