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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模范省

前进的道路，越过一岭又一峰，踏平坎坷
成大道。

2024 年，是“关键一年”，也是“重要年
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

这一年，有国际环境的风高浪急，有国内
发展的风险挑战；

这一年，有攻坚克难的顽强拼搏，有改革
创新的矢志不渝。

洞察时与势，辨析危与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顶住压力、克服困难，沉
着应变、综合施策，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将顺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应对困难挑战，努力实现
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这里经得住疾风骤雨，未来更是一片光
明。”11月，踏上深秋的荆楚大地，习近平总书记
坚定有力的话语，饱含殷切期待，也透着自信
从容。

从两条曲线看中国经济。
一条曲线，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一季

度 5.3%，二季度 4.7%，三季度 4.6%，虽有波
动，总体走势指向5%左右的预期目标。

另一条曲线，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从 8
月份低点跃起，在 10 月份重回扩张区间，并
在11月份继续上升0.2个百分点至50.3%，显
示经济向好态势进一步确立。

筑底企稳，景气回升，回首今年不平凡的
历程，这样的走势来之不易，不少国际人士积
极评价“这凸显出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巨
大潜力”。

驶入2024年，中国经济航船遭遇新的激
流险滩——

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冲
突交织，加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裹足不前”“全球经济面临陷入低
增长高债务路径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屡屡发出
警告。

我国经济发展除了要直面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
利影响外，国内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主要是内需不足，
经济运行出现分化，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仍较多，新旧动
能转换存在阵痛。

关键时刻，最大优势，带来应对困难挑战的信心与
底气。

“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得好不好。”

在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今年全国两会“下团组”时强调

“提振全社会发展信心，党员干部首先要坚定信心、真抓
实干”，在国际场合宣示“中国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
有这个底气和信心”……

既有清晰的思想引领，也有系统的战略谋划。
着眼长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蓝图，“以经济

体制改革为牵引”，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重点
任务、指明了主攻方向。

果断决策，9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部
署，一揽子增量政策密集推出，利当前、惠长远，被誉为

“宏观调控的一次里程碑式出手”。
在关键时出手，于要紧处发力。随着存量政策有效

落实、增量政策加快推出，经济运行出现积极变化，实现
5%左右预期目标的信心在增强。

宏观决策运筹帷幄，部署落实科学有力。走闽山闽
水，赴江淮大地，到江汉平原，为“关键少数”上好“关键

一课”，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努力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咬定目标不放松，既稳扎稳打，又勇于突
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乘风破
浪、砥砺前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

顶住压力，前三季度4.8%的经济增速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名列前茅。

稳中有进，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投资和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大幅领先整体水
平。越是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行
业，发展越是向好。

特别是 9 月以来，经济运行出现的积极
变化越来越多，市场信心增强，社会预期改
善。

越来越多专家学者认为，我国四季度经济
运行总体呈回升向好态势，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目标任务将顺利完成。“随着政策效应不
断显效，全年经济将呈现前高、中低、后扬走
势。”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说。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一年，翻
山越岭，跋山涉水，走村入户，进居民家中，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总书记最深的
牵挂。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今年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天津看望慰问基
层干部群众。

走进第六埠村村民杜洪刚家，老人医保、
孩子读书、年轻人就业，总书记问得细致。问
答之间，暖意流淌。

越是经济发展面临压力，越要高度关注
民生冷暖。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我国将
一揽子增量政策重点锁定民生领域，寓改革
于调控之中，努力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新时代以来首次从中央层面出台促就业
指导性文件，“两重”建设加力支持城市更新
等民生项目，民生领域投资稳定增长，“两新”
提振居民消费，更好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
要……前三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1049
万人，居民收入实际增速略高于GDP增速，
人均社会救济和补助收入、人均养老金或离
退休金分别增长11.5%、8.1%，民生保障有力
有效，让高质量发展更有温度。

曾经引领我们成功的，必将引领我们继续成功。在
机遇面前主动出手，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
积极应对，党始终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

锚定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发展新
质生产力

写好高质量发展新答卷，要有正确思想和政策，有
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虑，新质生
产力是重要落笔处。

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
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主持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明确要求。

“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商国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步履不停，求索不止。
2月，勉励天津“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

为”；3 月，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
新动能”；4 月，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部署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探索发展现代制造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一场场重要会议、一次次重要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丰富了
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

（下转A2版）

新华社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等五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人力资源服
务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11日对外公布，提出加
强制造业招聘用工保障。

在加强制造业招聘用工保障方面，
《意见》提出，要聚焦制造业招聘用工需
求，加快推进专业性行业性人才市场建
设，分领域搭建人力资源供需对接平
台。聚焦制造业急需紧缺职业（工种），
创新推广直播带岗、定向招聘，引导劳
动力向紧缺领域集聚。

《意见》提出，开展制造业人力资源

专业培训。支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
合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龙头企业等建
设跨企业培训中心或组建人才服务集
团；聚焦制造业重点区域和特色领域，
分类编制人才需求目录，发布人才需求
信息；提供形式多样的政策宣讲、模拟
实训、人才测评、职业体验、职业发展规
划等职前服务。

《意见》提出要创新制造业国际化
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制造业领域国际
产业合作，以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为重
点，开展人力资源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共
享。加快推进国际人才交流市场建设，

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服务能力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发挥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企业跨境贸易投资法律综合支援平台
等涉外服务平台作用，为制造业国际合
作提供人力资源服务。

《意见》还分别从健全制造领域人
力资源服务业协同发展机制、助力先
进制造业高端人才引育、强化制造业
人力资源管理赋能、深化制造业中小
企业人力资源服务、优化制造业人力
资源市场环境等方面提出要求，推动
产业升级、就业促进和劳动者全面发
展高效协同。

五部门发文加强制造业招聘用工保障

本报讯 阳明心学历经500多年
余绪不绝，蕴含“知行合一”“致良知”
的心学思想何以引发全球共鸣？12
月11日，“儒学大家谈——中国心学
的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孔学
堂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众多阳明学研
究者、国际传播方面专家齐聚一堂，
从不同细分领域深入探讨了中国心
学的国际传播道路。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阳
明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构
建》《中国心学国际传播要借好中国
式现代化的大势》《人工智能时代儒
学国际传播的机遇、挑战与应对》

《此心何以光明——阳明心学智慧》
等主题，聚焦如何推动心学的国际

传播和转化运用，分享了自己的见
解和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以
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增进理解、凝
聚共识、深化合作。

围绕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提升
中国心学的学术研究与国际交流水
平，会上还发布了由国际儒学联合
会指导、孔学堂高等研究院主编的
2023 年度《阳明学年鉴》，该年鉴从
不同的学科、流派、人物等方面进行
多元分类、总结和分析，全面呈现和
总结了阳明学研究的年度成果，为
阳明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一部
详实的工具书。

作为阳明心学的重要研究和传
播基地之一，贵阳孔学堂一直积极

探索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创新机制。
今年，贵阳孔学堂与国际儒联等四
家机构联合发起“中国心学与世界”
学术联盟合作机制，并成功举办了
首次学术研讨会。此次学术研讨会
和纪念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
书法展贵阳孔学堂巡展活动，也是
该联盟成立合作机制后的首次实践
活动。

在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秘书长、
顾问联络员会主任蓝素红看来，本
次研讨会对探讨如何更好地提升中
国心学的国际传播效能，为推动心
学思想更好走向世界提供了有益的
思路，让中国心学在国际舞台上绽
放光彩。 （陈江南 黄若佩）

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
是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举
措。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斛
兴街道思源社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
和社区环境为发力点，不断深化各民族
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
的全方位嵌入，全面巩固各民族和睦相
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深化空间嵌入
各族群众越走越亲

空间嵌入，推进各民族人口流动融
居是基础。

“刚搬来时担心没熟人，没想到社
区活动多，在游戏互动中结识了老姐
妹，现在就像一家人。”思源社区居民龙
应琴笑着说。

“我原先住在茂井镇，以前交通条
件差，到镇里或村里办事都是走路，现
在出门四五分钟就到社区，办事情很方

便。”社区群众赵米祥高兴地说。
思源社区现有居民4501人，搬迁之

前，群众分散在8个乡镇的88个村，很多
群众素不相识。易地扶贫搬迁到社区
后，群众集中居住在10栋安置房，此外，
设置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五心创五
家”，开设了就业、就学、就医、社保等服
务窗口，设立警务室、卫生室、物管中心、
四点半学校等管理服务机构，配备农贸
市场、篮球场、充电桩、养老服务中心、日
间照料中心、广黔同心音乐坊、家庭服务
中心、扶贫车间等，成功打造“15分钟”社
区生活圈，创造好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
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现在，大家每天在一起生活生产，
4501名群众越走越近、越来越亲，从素
未谋面的“他乡人”，变成了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

深化文化嵌入
建设共有精神家园

为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思源
社区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体活动，以文化认同凝聚民心，促进各
族群众互嵌共乐。

端午节当天，思源社区举办“粽情
粽意、情暖端午”主题活动，组织干部群
众包粽子、煮饺子……现场热闹又温
馨。“端午节不仅和大家一起吃粽子，还
看到不同的民族文化表演，这样的小区
真好！”思源社区居民黎小回脸上洋溢
着笑容。

走进思源社区，每家都挂着红灯
笼、贴着新对联，每栋楼墙面都张贴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各民族共有
的中华文化符号随处可见。“我们通过
图书室、双语宣讲和文化墙等，运用多
种形式讲好中华民族故事，大家形成共
识，力量就能凝聚在一起了。”社区干部
黄景奔说。

思源社区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宣传教育，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多形式展现红色文化、劳模
文化、民族文化，助推“中华民族一家
亲”的理念根植于群众心中，促进了各
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

（下转A2版）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秉县在推动传统苗绣保
护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探索“传统与时尚”融合发展，通
过技术革新，把现代纺织刺绣技术与非遗苗绣技艺相结
合，形成系统化、规范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突破手工
制作成本高、规模小、效率低等瓶颈，提高了企业产品的
生产效率。图①为绣娘在赶制订单产品。图②为设计
师在设计苗绣模板。 邰胜智/摄

苗绣产业
育新机

□ 人民日报记者 汪晓东 吴秋余 王 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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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大家谈——中国心学的国际传播”
学术研讨会在贵阳举行

□ 本报记者 杜再江
通 讯 员 王朝洪 付 婷

聚焦“斛城石榴红”民族工作品牌，罗甸县斛兴街道思源社区——

“五嵌入”绘就民族团结进步新画卷

本报讯 12月12日，记者从省政府
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贵州
省锚定“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
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工作目标，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建立完
善政策制度，深入践行服务宗旨，坚持
深化改革发展，全力做好新时代新征程
退役军人工作。

优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也是稳
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工作。贵州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健全优抚政策制
度体系，积极推进优抚事业单位改革，
提升优抚对象服务保障水平，营造尊崇
尊重的浓厚社会氛围，推动全省优抚工
作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截至目前，贵州新建2所优抚医院

和 8 所光荣院，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 1800 万元，推进遵义市优抚医院
提质改造。组建省级巡回医疗队，赴
各地为1207名在乡残疾军人开展巡回
医疗，组织功臣模范、烈属等对象开展
短期集中疗养 1795 人次，为符合条件
的残疾军人配置假肢、矫形器、移动辅
助器具等康复辅助器具 1574 件次，价
值 372 万余元。军地联合为立功受奖
军人家庭送喜报8046人次，为烈属、军
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 74.3
万张。

贵州通过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提升
管理保护水平、大力弘扬英烈精神，切
实维护烈士烈属合法权益。全省现有
烈士陵园、烈士集中安葬地 205 处，烈

士墓 6431 座，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5
处，省级16处，市级12处，县级115处，
全省范围内共举办 90 余场公祭活动，
2.6万余人参与其中。我省加大资金投
入，省级补助资金从每年240万元增加
到每年500万元，大力推进烈士纪念设
施提质改造。

从 2020 年起，贵州率先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了“为烈士寻亲”活动。今年
贵州进一步深化拓展，整理发布 1000
余名安葬在贵州的外省籍烈士信息。
截至目前，已为364名烈士找到亲人。
（本报记者 杜再江 实习生 王克梅）

贵州全力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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