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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2021 年 3 月 11 日下午，人民大会

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议。

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
“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
到本次人代会批准规划纲要，党的主张
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成为全
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行动纲领。

蓝图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迎来新的出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14亿中国人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是怎样编制的？有哪些特点和亮
点？如何确保规划纲要落实，为新发展
阶段开好局、起好步？新华社记者进行
了采访。

擘画新征程的宏伟蓝图

19篇、65章、192节，翻开这份约 7.5
万字的规划纲要，一幅未来 5年和 15年
中国发展的宏伟图景呈现在眼前。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将乘势而
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十四五”时期，意味着新发展阶
段的开启。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
中央决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点研

究“十四五”规划问题并提出建议，将“十
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统筹考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四五”规
划的编制工作。从规划建议到规划纲要
草案，他亲自谋划、亲自指导，作出重要
部署指示，对重大问题及时把关定向，确
保规划编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建议稿起草的总体考虑是，按照

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作出的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
排，综合考虑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
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紧紧抓住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入贯彻新发展理
念，对‘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作出系
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就规划建议起草的有关情况向
全会作说明时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制定建
议，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以及 2035 年远
景目标，突出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
提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实
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
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划好重要领域
的接续改革，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奠定坚实基础。

中央全会后，国务院“十四五”规划
《纲要草案》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对标
对表中央建议精神，实化量化“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重大任
务，起草形成规划纲要草案，并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
这是凝心聚力、创新发展新篇章的

蓝图擘画——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统一领

导下，我国以 14个五年规划（计划）书写
了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进
程。一个个五年规划（计划），围绕各阶
段突出矛盾问题，接力落实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长远战略目标，党领导全国人
民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创
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
会长期稳定奇迹。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将用 3个五
年规划期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再用 3个五年规划期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十四五”规划，是踏上新征程的“启
航”规划。

这是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于变局
中开新局的战略部署——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
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
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
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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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议立足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
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经济现代化的路
径选择。规划纲要全面贯彻规划建议精
神，把规划建议明确的大方向大战略，转
化为未来发展的重大工程、重要行动、具
体政策，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勾勒了清
晰的路径安排。
（下转第三版）

汇聚亿万人民力量的宏伟蓝图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编制记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衡量党

史学习教育的成效如何，既要看认

识成果，更要看实践成果，不能学归

学、干归干，学用脱节。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

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要求。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具有鲜明的问题

导向、很强的实践特色。习主席强

调，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

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

“两张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

教育各项任务，既要学出坚强党性、

学出信仰担当，更要落实到工作实践

中，在“办实事、开新局”上有新作为。

学得怎么样，最终要看干得怎么

样。各级应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强

党性、铸忠诚的坚定笃行上，体现在练

兵备战、完成任务的标准质量上，体现

在开新局、谋发展的思路举措上，体现

在办实事、解难题的具体行动上，努力

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工作实效

■冯 鹍

“南有瑞金，北有照金”。1927年大
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将党的工
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江西、福建
等省边界或偏僻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迎着呼啸的狂风，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
在陕甘边区、照金这片热土上燃起。
“1929 年，中共陕西临时省委按照

中央指示，派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等同志，深入陕甘一带开展革命工作。”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讲解
员田昕向记者介绍。

1931年，刘志丹来到位于陕甘边区
的南梁地区，建立了南梁游击队，之后与
晋西、陕北两支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
红军陕甘游击队。从此，陕甘大地的革
命斗争蓬勃发展。
“在陕甘边区，陕甘游击队领导群众

发动了抗粮抗捐斗争，极大调动了群众
‘闹红’的积极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
响，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说
话间，田昕唱起了一首至今还在照金流
传的信天游：“边区里来了游击队，领上
我们闹革命，挖掉了苦根，翻了身……”

1932年，陕甘游击队等改编为中国

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挥师东进南下，
逐步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游击区。一
年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成立，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这些军装、枪械和手榴弹就是当时

的‘照金造’。”指着陈列柜中的文物，田
昕介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得到
迅速发展，各区、乡、村都成立了革委会，
特委机关驻地还建立起医院、被服厂和
修械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令

国民党反动派寝食难安。”铜川市委党史
研究室副主任皇甫江说，自 1933 年春
起，国民党军队不断向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发起进攻。由于腹背受敌、敌强我弱，
照金于同年10月沦陷。

屋外大雪纷飞，屋内烛光通明，刘志
丹等人围着炉火，面色凝重……纪念馆
展出的一幅油画，重现了那场决定陕甘
革命走向的会议——包家寨会议。

经过讨论，包家寨会议决定以南梁
居中，安定、照金为两翼，开辟游击区，广
泛开展游击战争。
“边游击，边发展，边壮大！至 1934

年，红二十六军又相继开辟了安延等多
处根据地。”皇甫江介绍，后来，毛泽东曾
说，刘志丹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
面，这很高明。

在纪念馆中，记者见到这样一条
标语：“金豆豆、银豆豆，投到好人碗里
头……”

皇甫江介绍，随着以南梁为中心的
新的革命根据地形成，1934 年 11月，陕
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
开。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会议代表以“投豆子”的方式，选举习仲
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
事委员会主席。
“随后，国民党多次对陕甘边区苏维

埃政府发动‘围剿’。其中，为抵抗第二次
‘围剿’，1935年初，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
据地决定联合起来，统一斗争。”皇甫江介
绍，至此，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形成前后，长征
路上的红军刚走出川西草地，抵达陇南
重镇哈达铺。随后，党中央决定，红一方
面军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向陕北根据
地挺进。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

后期，我党建立的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中
仅存的一处。”皇甫江介绍，正因如此，陕
甘革命根据地日后就成为中共中央和各
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八路军出征抗日
的出发点。

陕甘燃星火 红日映照金
—走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本报记者 贺美华 特约记者 皇甫秉博 通讯员 卫西宏

本报讯 胡瑞智、宗旭阳报道：
战车飞驰，恰逢卫星过境；占领阵地，
遭“敌”突袭；激战正酣，又遇电磁干
扰……近日，第 83集团军某旅组织训
练考核，让受考单位颇有压力的是，考
官是与自家装备相同、建制相当的兄
弟营连主官和专业骨干。

据了解，该旅打破以往训练考核
“一张考卷考到底”的老套路，特意抽
组对受考单位知根知底的同建制营连
主官和专业骨干担任考官。由于考官
通晓操作难点、了解训练弱项、掌握装
备性能，可以为受考单位有针对性地
设置考题和环境，让受考单位在难局
困局中突破自身局限、锤炼实战本领。

通过开展“营营互考”，逼着官兵改
进战法训法，争取战场主动。考核场
上，两个导弹营官兵针锋相对：考官针
对考核地域难隐蔽、电磁信号难捕捉等
实际，进一步设置减员条件下战斗发
射、电磁干扰下极限射击等难题，逼着
受考单位利用新型器材和创新成果，灵
活调整战术战法，逐一破局，赢得战机。

一场考核，多方受益。一轮考核
结束，机关、考官、受考官兵齐聚一堂，
共同围绕考核中暴露的难题弱项进行
讨论交流，修订整改措施，研究探索新
的战法。而后双方互换角色，展开下
一轮考核，对这些新措施、新战法进行
再研究、再论证。

第83集团军某旅优化考核机制

“营营互考”推动战法创新

本报北京3月19日电 记者李建
文报道：军队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19
日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组长张又侠主持会议并讲话。

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主任、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苗华
出席会议。

张又侠指出，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习主席决策指示，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

育的厚重政治承载和深远战略考量，以
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领导小组要扛起领导责任，搞好统筹
协调，把握正确导向，全面系统抓好学习
灌输，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
想，有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

张又侠强调，要着眼质效抓落实，紧
密联系部队正在做的工作，充分发挥以史
鉴今、资政育人作用；加强力量组织、平台

资源、教育模式等方面创新，用好红色资
源，开掘官兵动力，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
说服力感染力；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紧扣
实践落点发力，让官兵看到新变化新气
象。要改进作风抓落实，坚持以实际成效
检验学习教育效果，工作指导、检查督导、
舆论引导一定要实事求是，防止和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
工作合力，主动思考谋划和推进落实，切
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军队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
张又侠主持会议并讲话 苗华出席

本报讯 完备、特约记者张鹤报
道：早春时节，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一场自由空战训练打响。强强对
决，互设险局，红蓝双方不拘泥于常规
套路，不断变化战术，不时飞出极限数
据，胜负几度易手。
“和高手较量才过瘾。”经验丰富

的红方飞行员周瑞明带僚机加力升
空，奔赴作战空域，准备迎战游弋在未
知空域的蓝方双机编队。记者通过塔
台屏幕上的空情态势显示信息看到：
红蓝双方战术布势均是暗藏杀机，空
中初战即激战。红方刚刚截获目标、
占据有利位置，蓝方突然大坡度机动，
并连续攀升高度，不仅有效规避导弹
攻击，还成功绕到红方尾后。

“今天把自己逼入绝境，明天才能
克敌制胜。”该旅领导说，今年以来，他
们鼓励飞行员拓宽作战视野、深挖装
备潜能，瞄准对手强点、练到大纲上
限，“往不敢想处想，向不敢干处干”，
嵌入战例解析每个技战术动作在对抗
中的实战意义，不断锤炼绝地反击、一
招制敌的能力。

尾 迹 交 错 缠 绕 ，态 势 难 解 难
分……记者在塔台看到，不同的空域
里还有 4 对战机在对抗厮杀。刚刚
返航的周瑞明满身是汗，激烈对抗
中，他连续大过载机动，终于突出重
围。返航后，他和僚机飞行员、技术
骨干立即展开训练复盘，分析战术战
法，深挖装备潜能。

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化对抗训练

“强强对决”深挖战斗潜能

3月 18日，第 78集团军

某旅在某地域组织驾驶训练。

张居俊摄

本报北京3月19日电 百年征程
波澜壮阔，以史鉴今不忘初心。今天，全
军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分赴各单位宣
讲，在官兵中引起热烈反响。

宣讲团成员分别围绕“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贡献”“中国
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
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革
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等主题，深入
解读习主席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系统讲解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历程
和历史性贡献，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发展历程、主要成果和实践价值，
深刻阐释如何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

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这次宣讲既解渴又深刻，对我们学

好党史有很大帮助。”聆听宣讲辅导后，
中部战区政治工作部干事陈鹏深有感触
地说。南部战区、北部战区、陆军组织机
关干部联系实际进行学习讨论，大家表
示，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
明确方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政
治自觉和深沉的历史自觉，高度重视对
党的历史的总结运用，把学习党史提高
到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要地位。
在国防科技大学宣讲结束后，宣讲团成

员深入研究所、图书馆等，与该校科研人
员和青年学员互动交流。

在宣讲主会场和各分会场，西部
战区、中部战区陆军、火箭军、战略支
援部队某部官兵时而认真记录，时而凝
神思考，在聆听宣讲中准确理解把握党
的百年历史，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许多机关
干部和基层官兵在交流讨论中认为，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
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
史。（下转第三版）

全军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分赴各单位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