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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6日

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党必须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强调，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
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
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
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
大政治问题，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

文章指出，要扎扎实实贯彻新发展
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一个整体，无论是
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
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
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
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和各领域。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

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切
实解决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突出
问题。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工作中都要予
以关注，使之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能
畸轻畸重，不能以偏概全。

文章指出，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
重共同富裕问题。共同富裕本身就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要
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现现
代化过程中不断地、逐步地解决好这个
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
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急不得，
也等不得，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
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

文章指出，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要
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要在已有改革基础上，立足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
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
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
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
革推向深入，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
案，更加全面地完善制度体系。

文章指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前
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
体性推进。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
和安全。

文章指出，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
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要求，也
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要求。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
样是政治，样样离不开政治。党领导
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
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越是
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
要把党中央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要
求落实到工作中去。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
之大者”了然于胸，把贯彻党中央精
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
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
实践中去，经常对表对标，及时校准
偏差。

8月15日，参观者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观看展览。当日，“凝聚的历史 永恒的初
心”红色雕塑展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各界群众前来参
观展览，铭记历史，追忆先烈。 新华社记者 李 欣 摄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追忆先烈追忆先烈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

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王雨萧）国家统计
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生产
供给继续恢复，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民生保障有力
有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工业生产稳
定增长，服务业继续恢复。7 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3.8%，比上月回落0.1个百
分点；环比增长0.38%。全国服务
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0.6%，其中，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
10.3%、4.9%。

市场销售持续增长，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扩大。7月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比上月

回 落 0.4 个 百 分 点 ；环 比 增 长
0.27%。1至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319812亿元，同比
增长5.7%；7月份环比增长0.16%。

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
结构持续改善。7月份，货物进出
口总额同比增长16.6%，比上月加
快 2.3 个百分点。1 至 7 月份，货
物进出口总额236041亿元，同比
增长 10.4%。其中，出口 133698
亿元，增长14.7%；进口102344亿
元，增长5.3%。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略有扩大。1 至 7 月
份 ，全 国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783 万
人。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为 5.4%，比上月下降 0.1 个百分
点。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 2.7%，涨幅比
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7月份高效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
策持续显效，国民经济延续恢复
态势。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滞
胀风险上升，国内经济恢复基础
尚不牢固。”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付凌晖在 15 日举行的国新办
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高
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抓住经济恢复关键期，着力扩
大国内需求，着力稳就业稳物价，
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经济
恢复基础，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

专家提醒

“暑期+汛期”出行勿忘安全
暑期是旅游出行的高峰期，也正处我国主汛

期，是强降水、高温等高发时段。专家提醒，公众
出行要特别注意防范暴雨、高温及相关安全风险。

近期，局地强降雨引发山洪成灾快、危害大。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高温日数多、覆盖范围广、多
地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15日继续发
布高温红色预警，截至15日，中央气象台已连续26
天发布高温预警。

高温、强降水等高影响天气不仅会给生产生
活、交通出行等带来不利影响，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也不容小觑。如持续强降雨易造成洪涝灾害，还
会引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牛若芸建议，公众在
出行前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途经地的天气预报，
特别要关注是否会出现暴雨、强对流及与之相关
联的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的可能
性，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行程。

业内专家进一步提示，在汛期暴雨多发时段，
游客最好不要在山沟、河滩上宿营。要警惕山洪
预兆，包括流水浑浊、有泡沫，山谷里有火车轰鸣
声或闷雷声。遇到山洪时，要迅速向两侧山坡高
地逃离，不要贪恋装备；不要轻易游水转移，以防
止被山洪冲走；被围困于基础较牢固的高岗、台地
或坚固的住宅楼房时，应耐心等待救援，或等待洪
水消退。

炎炎夏日，不少人喜欢去河边戏水或游泳，若
不慎也可能导致溺水。同时，高温天气下出行，除
了要警惕中暑等外，也要留心火灾风险。

近期，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发布高温安全
提示，机动车辆长时间超负荷使用，发动机油污严
重，加之高温天气以及发动机舱通风不畅等原因，
容易导致机动车自燃事故发生。在使用过程中要
注意车辆的日常保养和检修，按照规范要求配备
车载灭火器具，不在仪表盘、手套箱等车内部位放
置打火机、香水、空气清新剂等受热膨胀后容易爆
炸引发火灾的物品。

此外，受高温天气影响，大型商业综合体、电
影院、图书馆、密室逃脱等室内活动场所受到广泛
青睐，因此要严防发生火灾事故和拥挤踩踏事
件。业内人士提示，外出购物、住宿、娱乐时，要注
意熟悉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留意灭
火器、防烟面罩等器材存放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