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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
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俄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
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3年10月期间围绕中国
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俄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
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
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
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
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
论述摘编》俄文版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5月16日出
版的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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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
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4年3月期间
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文章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
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
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
就。回顾这些年改革工作，我们提出的一

系列创新理论、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取
得的一系列重大突破，都是革命性的，开创
了以改革开放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局面。

文章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
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
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
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
来推进社会发展。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也是有方向、有立
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

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实现新
时代新征程的目标任务，要把全面深化改
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
为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
准方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
谱写改革开放新篇章。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党
的二十大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这
是党中央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深化改革
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紧紧围绕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推出一
批战略性、创造性、引领性改革，加强改革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取得新突破。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要
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制约构建新发展
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
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问题、有
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有效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
动力、添活力。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义务讲解员在宁夏博
物馆为游客讲述文物故事
（5月14日摄）。

5·18 国际博物馆日即
将到来，宁夏博物馆邀请社
会义务讲解员，通过培训上
岗，为游客讲解文物知识，
讲述文物故事，吸引众多市
民前来感受文物魅力。

■ 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土地

供应高速增长，要素保障有力，国务院批准项目、面积同比增加达
275.86%、240.32%。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永梅15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今年 1 至 4 月，全国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批准面积
107363.63公顷，同比增加56.57%；其中，国务院批准项目218个、同比增
加275.86%，批准用地面积51145.61公顷、同比增加240.32%。自然资源
部批准先行用地项目50个、同比减少2.00%，批准用地面积2864.49公
顷、同比增加76.05%。

用海审批方面，1至4月，全国新增用海用岛项目1155个，面积约
9.62万公顷，同比分别增长78.52%和21.65%。其中报国务院批准新增
用海用岛项目23个，面积约0.9万公顷。

在不动产登记方面，截至今年 4 月，全国累计 2000 多个县市实施
“交地、交房即交证”改革，颁发 558.9 万本权证，惠及 6.19 万个项目、
1285万企业群众。各地积极推进不动产“带押过户”改革，累计办理带
押过户业务18.6万件，涉及带押金额2875亿元。（完）

全国土地供应保持高速增长

（上接1版）讲好长城故事，带动更多人了
解长城、保护长城，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
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长城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文化遗
产。1984年，邓小平、习仲勋等领导同志
为首都一些单位发起的“爱我中华 修我
长城”活动题词，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
保护长城的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
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
示，指导推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近
日，北京市八达岭长城脚下的石峡村村民
给习总书记写信，汇报自发参与长城保护
工作和村里的发展变化等情况，表达继续
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决心。

让金融“阳光雨露”
洒向千企万户

（上接1版）聚焦“续贷难”“转贷难”，联合
出台企业应急转贷基金指导意见，为符合
条件的民营中小企业提供转贷资金支持，

积极推广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循环贷，
减轻还款负担，截至2023年末，小微企业
无还本续贷余额、循环贷余额分别为
117.28亿元、472.89亿元。

推动融资成本持续下降。实行民营、
小微企业贷款综合成本目标监测，用好用
足科技成果转化贷款贴息、支农支小再贷
款等优惠政策，引导贷款利率稳中有降，
保持在合理水平，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自有监测以来连续 5 年下
降，截至2023年末，辖区当年新发放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降至4.97%，为近年
来最低水平。持续规范信贷融资收费，疫
情期间积极为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
还本付息，让民营小微企业、“三农”主体
等感受到实实在在的降费让利成效。

这是提升服务质效、夯实发展
基础的十年

十年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聊城
监管分局引导辖区单位主动搭建银、政、
企、园等多方参与的跨界交流平台，通过
优化普惠金融产品服务，提升普惠金融科
技水平，提高办贷效率，推动金融服务便
利度持续改善，广大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持续提升。

“灵芝产业贷”“鲁西黄牛贷”“莘情e
贷”“水城快贷”“莱商e贷”等地方特色产
品相继推出；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

款、灵芝大棚保险等多个全省“首笔”业务
落地聊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聊
城监管分局加快搭建综合化金融服务平
台，在普惠金融服务的精准性落笔着墨，
为各类经营主体和大众群体提供性价比
更高的定向服务与专设产品，让更多“金
种子”破土成长。

完善金融科技基础设施，让金融机构
乘“数”上“云”，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效
能。指导各金融机构接入聊城市智慧金
融服务平台、银税互动平台，推出“税 e
贷”“云税贷”等线上信用产品，2023年末
全市银税合作贷款余额44.08亿元。推动
不动产登记、税费缴纳等社会公共服务逐
步走向银行网点；推动银行机构优化审批
模式，压缩办贷环节、时间、材料，金融服
务更加方便快捷。

十年栉风沐雨，普聚金融服务；十年
春华秋实，惠及千企万户。站在十年的历
史节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聊城监管
分局将厚植金融为民理念，持续深入推进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让金融服务的“阳
光雨露”洒向更多市场主体和群众，为聊
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智慧与力量。

握紧党纪“戒尺”
增强守纪自觉

（上接1版）东昌府区充分挖掘廉政、

警示教育资源，有效运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灯塔-党建在线”App、视频号等新
媒体平台，组织镇（街道）拍摄廉政教育情
景剧“微党课”，打造廉政教育“指尖课
堂”。“五一”假期组织返乡流动党员开展
现场沉浸式警示教育，达到“共融、共情、
共鸣”的学习效果。

冠县各级各部门以本地本单位本系
统违纪典型案例为重点，组织党员干部集
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专题研讨，深入
进行自我剖析，通过违法违纪人员现身说
法、办案人员以案释法，让党员干部切实
感受到纪法就在身边、教训就在眼前，引
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

高唐县坚持以案促学，突出重点领域
和关键岗位，抓好同级同类警示教育，精
心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组织观看中纪委
年度反腐大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等警
示教育片，用现实、鲜活的案例警示教育全
县广大党员干部增强纪律意识、规矩意识，
真正做到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能知止。

莘县组织部分镇（街道）、县直部门
（单位）35岁以下党员、干部，到聊城监狱
和聊城市廉政教育馆接受现场警示教育，
提升年轻干部纪律意识。“作为党员干部，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吸取反面典型案例的
深刻教训，严守底线、不碰红线，以案为鉴、
警钟长鸣，用实际行动维护党员干部的良
好形象。”参加警示教育的党员干部表示。

带动更多人了解长城保护长城
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

世世代代传下去

走进博物馆
感受文物魅力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王立彬） 当前全国夏粮生产形势
较好，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基本就绪，预计收购量同比增加，各地仓容、资
金准备充分。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副司长唐成15日在新闻通气会
上说，据调度各地数据汇总，预计今年夏粮旺季收购量7000万吨左右，较
去年略有增加，其中小麦6300万吨左右。各地预计小麦开秤价格大体在
每斤1.25元-1.35元，早籼稻在1.3元-1.35元，高于小麦每斤1.18元、早
籼稻1.27元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大范围启动托市收购的可能性不大。

日前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有关部门单位联合印发收购通
知，对夏粮收购作出全面安排部署。各地围绕“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
仓收粮、有车运粮”等积极工作。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等6
个小麦主产省准备小麦仓容近8000万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初步安排
夏粮收购资金1100亿元。各地收购仓容充足，收购资金到位，为保障夏
粮收购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今年夏粮收购
各项准备基本就绪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记者 张晓洁 张辛欣）工业和信息化部
等五部门15日发布通知，联合组织开展2024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加快补齐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短板。

据介绍，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赋能新生活，乐享新出
行”为主题，时间为5月至12月，将选取适宜农村市场、口碑较好、质量
可靠的新能源汽车车型，开展集中展览展示、试乘试驾等活动，丰富消
费体验，提供多样化选择。

活动还将组织充换电服务，新能源汽车承保、理赔、信贷等金融服
务，以及维保等售后服务协同下乡，并落实汽车以旧换新、县域充换电
设施补短板等支持政策。

通知明确，活动选取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比例不高、未来市场
潜力大的典型县域城市，举行若干场专场活动。鼓励各新能源汽车生
产企业、销售企业、金融机构、充换电设施企业、销售和售后服务企业积
极参加。

五部门联合开展
2024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