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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强调

改革要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
着力提高改革针对性和实效性
� � � �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
平

6

月
6

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
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着力提
高改革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着眼于解决发展
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把有利于稳增
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
排，聚焦、聚神、聚力抓好落实，做到紧之又
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
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
见》， 建议根据会议讨论情况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按程序报批实施。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

《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
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 会议还部署了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财税体制改革不
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
重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
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
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
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的财税体制， 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
积极性。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涉及面广，

政策性强，利益调整难度大，落实工作任
务艰巨而繁重。 要充分认识深化财税体
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

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周密
部署，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各方共识，积极稳
妥推进改革。

习近平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
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
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总的政
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
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
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
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
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户籍制度改革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统筹考虑，又要
因地制宜、区别对待。要坚持积极稳妥、规范
有序，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

有序引导增量。要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
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
和选择。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
局、功能互补，搞好基本公共服务，还要维护
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习近平强调， 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完善司法责任制、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
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都是司法体制改
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试点工作要在
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进行，

改革具体步骤和工作措施， 鼓励试点地
方积极探索、总结经验。中央有关部门要
支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 帮助地方解决
试点中遇到的难题， 确保改革部署落到
实处。 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
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 细化试点实施
方案，及时启动工作，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
要求，推动制度创新。

习近平指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第二次会议召开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按照
中央部署，推进各项改革任务，工作抓得比
较紧。 总的看，改革势头较好。 目标是否坚
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
图的实现。 各地区各部门要敢于担当，积极
有为推进改革攻坚。 推进改革既要管宏观，

也要统筹好中观、微观。 要突出具有结构支
撑作用的重大改革， 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
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 中央有关部门要
加强对地方改革的具体指导，明确改革政策
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关系。各牵头单位要加
大年度工作要点的推进落实力度， 到人到
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要
抓紧对领导小组工作要点落实情况督促检
查和对账盘点，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出台一
个。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出席，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据新华网）

“马背院士”吴天一

�

“塔吉克的好骑手？ 没错。 我的马术
比医术更出名。 ”

７９

岁的中国高原医学的学术带头人
吴天一院士嗓音铿锵，透着高原人特有的
敞亮。 他登山之矫健、肌肉之结实，让孙儿
辈的记者愧得脸红。

“我这身板，是半个世纪在马背上练
出来。 ”吴天一说。

１４

万“天路大军”的“保护神”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青藏铁路将全线通车。

望着曲曲弯弯攀山越岭的“天路”，吴天一
笑了。

２００１

年，吴天一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
士，恰逢青藏铁路开建。 全长

１９５６

公里的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

施工条件最艰巨的铁路项目。 每年有数万
工人在海拔

４０００

米至
５０７２

米的唐古拉
山作业。

“高寒缺氧对铁路建设者的身体健康
带来严重威胁。 我知道，自己又有了用武
之地。 ”吴天一说。 随后，他担任了铁道部
青藏铁路一期建设的高原医学顾问和二
期建设的高原生理研究组组长。

吴天一将自己数十年高原医学研究
成果运用于救治青藏铁路建设者的高原
疾病上。 在他的指导下，青藏铁路建起

２３

个供氧站、

２５

个高压舱站。 他创新性提出
“高压舱、高压袋、高流量吸氧”及“低转、

低转、再低转”的三高三低急救措施，建立
起一系列卫生保障措施和急救方案。 为了
做好群防群治，他在铁路沿线作高原病防
治知识的科普报告，撰写《高原保健手册》

和《高原疾病预防常识》，送到一线施工者
手中。

大到氧舱建设，小到员工起夜，吴天
一事无巨细都关心着。 “别小看晚上起夜，

很多人就倒在这‘一泡尿’上。 一旦感冒引
发高原肺水肿就严重了。 在我的建议下，

带暖气的卫生车晚上与住宿室对接，供建
设者上厕所，也防止环境污染。 ”吴天一
说。

５

年间，

１４

余万名筑路员工无一人因
急性高山病死亡，被誉为“高原医学史上
的奇迹”。 人们称赞吴天一是

１４

万“天路
大军”的“保护神”。

１４

处骨折，镌刻着赤子忠诚
“我是一个粉身碎骨的人。 ”吴天一语

出惊人但实事求是。

５０

多年的高原科研工作中，他大部分
时间是在马背上，在高山、冰川、草地间的
调研、义诊中度过的。 很多时候，吴天一和
队员们在零下

３０

多摄氏度的三江源头，

蜷缩在单薄的帐房里，饿了就割下冻成冰
坨子的羊肉直接吞食，渴了向牧民要点茶
喝。

尽管马术精湛，但道路崎岖，险象环
生。 多次车祸，造成吴天一肩胛骨、髌骨、

肋骨等
１４

处骨折。 最严重的一次左四根
肋骨骨折， 其中一根肋骨差一点戳入心
脏。

除了
１４

处骨折，为了亲身实验氧舱，

他的耳膜多次被击穿。

20

世纪
９０

年代， 吴天一设计的大型
高低压综合氧舱建成了。 它上可升至海拔
１．２

万米，下可降至水下
３０

公尺，对高原
研究十分重要。 但人体实验有风险。

“我设计的，肯定我进。 ”吴天一毫不
含糊地说。 “到了海拔

５０００

多米时，压力
下降速度太快。 我突然头疼，耳膜‘嘣’的
一声穿了，什么都听不见了。 ”

后来， 氧舱实验的结果派上了大用
场。 在青藏铁路建设中，吴天一提议建设
的铁路沿线供氧站、高压氧舱，被证明是
解救急性高原病人的最佳办法。

为研究青藏高原藏族人群“高原低氧
适应生理特征”这一主攻课题，他走遍了
青海、西藏、甘肃、四川、新疆西部高海拔
地区，诊治过上万名牧民群众，整理了大
量临床资料。

藏族牧民亲切地称他“马背上的好曼
巴（好医生）”。

“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半个世纪以来， 吴天一扎根高原，没
有离开。

他说，青藏高原太浩瀚，自己太渺小。

“好像是我为青藏高原奉献了一辈子，其
实是高原给了我一辈子。 ”

１９３７

年，吴天一出生在新疆伊犁一个
塔吉克族知识分子家庭。

１９５１

年他以优异
的成绩考入中国医科大学。 两件事，注定
吴天一守望高原一辈子。

１９５８

年夫妇俩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
北的号召来到青海。 当时，不少知识青年
来到青南地区开垦。 由于缺乏高原病防治
措施，他们有的倒下并长眠在高原，有的
无奈返乡。 另一件是

１９６２

年中印边境自
卫反击战， 部队发生了大量急性高山病，

不少人沿途倒毙。

当时的情景深深震撼了吴天一。 他意
识到：防治高原性疾病将是刻不容缓的研
究课题。

吴天一开始了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原
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

他在我国第一个综述报告了高原肺
水肿；率先报道了“成人高原性心脏病”并
提出低氧性肺高压的观点； 与同事共建了我
国第一个高原医学专业研究机构———青海高
原医学研究所；在国内率先提出青藏高原
最常见的慢性高原病类型“高原红细胞增
多症”； 他组织中日联合阿尼玛卿山医学
学术考察队，在海拔

５０００

米和
５６２０

米的
特高海拔建立高山实验室，获取大量珍贵的特
高海拔人类生理资料，被国际高山医学协
会授予“高原医学特殊贡献奖”。

“阿尼玛卿山，藏语是‘黄河边上的爷
爷山’，山顶海拔

６０００

多米。 我马术好，骑
马在前探路。 调查队员每个人看着前面人
的后脑勺，否则看着湍流就晕了。 ”吴天一
说。

穿上白大褂，背起医药箱，走进牧民
帐篷……

７９

岁的吴天一，依旧在雪域高原
延伸着他义诊的脚印。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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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总统奥朗德
6

日宣布，盟军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纪念
仪式开幕，以示对“平民、军人”的敬意。

为举办此次诺曼底登陆
70

周年纪念活动，法国共邀请了二
十多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图为
6

月
4

日， 在法国朗维尔一名英国士兵在诺曼底阵
亡将士公墓前悼念。 （据新华网）

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仪式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