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十九
大报告明确判断，我国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报告提出，推动经
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

“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转化，要求经济工
作的重点必然转向高
质量发展。”十九大代
表、广西柳州市委书记
郑俊康说。

报告 读解解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提出，是
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相适应。”十九大代
表、法学专家薛济民说，在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得
到保障之后，对人格尊严的需求更加强烈。十九大
报告将保护“人格权”写入，彰显国家对人民各项合

法权益的全面保护，满足人民的新期待、新愿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来涉及保护人身

权、财产权、人格权的案件不断增多，特别是互联
网环境对个人信息安全、隐私权保护、人格权商
业化利用等提出了严峻挑战。

“报告明确加强对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
权的保护，接下来，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
配套措施跟进。”十九大代表、江苏靖江市人民法
院副院长陈燕萍说。

新华社电 针对十
九大报告提出的“保护
人民人身权、财产权、
人格权”，代表们认为，
这体现了党对人民权
利的高度重视。

用三大变革推动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保护“人格权”写入报告
彰显人民至上执政理念

“美丽”被写入强国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时代

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比过去，十九大
报告对于发展目标的表述增加了“美丽”二字，让人
眼前一亮。

“将‘美丽’二字写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意味着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

维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我们党的远见卓识
和使命担当。”十九大代表、陕西省发改委主任方玮
峰说。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被写入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整个报告用一个章节来部
署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报告在
2035年的奋斗目标中明确提出，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之一，正是对于美丽中国、美丽家园的美好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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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理念为指引 美丽中国梦绿意更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如今，绿色理念已经渗入到生产生活
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成为越来越多人自觉
自愿的共识。

十九大代表、重庆市云阳县大可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杨大可说自己是这些理念的受益者。

他带领周边农民发展绿色循环经济，目前已种了
3.2万亩果树，带动当地72户农户脱贫，年人均增
收1.3万元。“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这是重要
的生产力，也是普惠的民生福祉。”杨大可说。

在甘肃陇南，随着环境科技因素对矿产品市场
的影响，“竭泽而渔”的开发难以为继。后来，陇南

没有立项审批一家水电站，没有落户一家“三高”企
业，坚决淘汰了一批落后产能企业，当地居民的居
住环境持续改善。

十九大代表、甘肃陇南市委书记孙雪涛说，保
护生态就是保护民生，发展生态就是改善民生，“吃
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事坚决不为！”

2

筑牢“美丽中国”制度屏障 走好环保“长征路”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
计”“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十九大报
告中这些提法，彰显了党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
决心。

建设美丽中国，重在制度保障。
十九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委书记陈奕威说，

建设美丽中国，关键是要守住生态底线谋发展。构
建有力的监管体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
障。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十九大报告提出，完成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
制线划定工作；还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这些硬措施、严要求，为“美
丽中国”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建设任务再急再重，也首先确保严
字当头。”十九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委
书记罗虎在说，让“制度屏障”严起来，必须在考核
上、惩罚机制下功夫。

建设美丽中国，贵在抓好落实。
在十九大甘肃代表团开放日上，代表们谈起祁

连山生态破坏问题时，依然感到有切肤之痛、锥心
之感。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彭应登说，希望未来在加快推进生态环境监管体制
的改革中，厘清生态保护体制的大方向和原则，把
生态系统的经营权和监管权彻底分开，建设一个高
效有序的生态监管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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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习近
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
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
丽中国。

连日来，十九大代
表在讨论时表达了共
同的感受：在向着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迈进的新征程上，一幅
天蓝地绿水净的生态
文明建设的美丽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代表们表示，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新征程中，务
必以更大的责任和担
当，为强盛中国注入更
多“美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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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美丽中国的时代画卷
——十九大代表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据新华社电 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
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
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把现代金融归入产业体系中的一部分，实
际上强调金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与实
体经济紧密联系、互相支撑，而不是孤立的、分
割的。”十九大代表、大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
正强说，这个定位就要求金融业发展回归本源，
服务好实体经济，而不能搞自我循环、自我膨
胀。

这是对金融业本身、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
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
刚说，实际上现代金融本身就属于现代服务业
的一部分，现代经济也很难把实体经济和金融
截然分开。金融通过服务实体经济获得自身发
展，而实体经济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服务，二者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

认识深化后，就会更加把金融和实体经济
统筹起来考虑，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更加明朗。

十九大报告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
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
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
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定位已经非常明
确。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代表表示，经过今年以
来的整治，银行业资金脱实向虚势头得到了初
步遏制。但不能掉以轻心，还需继续加大整治
力度。

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任务较为艰巨，
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整体一并应对。

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看做一个整体，就能更
好地防范和化解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

——当产品和服务“有没有”不再是问题时，
“好不好”就成了关键。报告强调，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
势。

“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
是说产品和服务‘有’就可以了，而且要‘好’。”大
连商品交易所理事长李正强代表说，现在农业要
向绿色、健康方向发展，工业要向加工精密、设计
精良方向发展，文化产品要向精品方向发展。需
求变化要求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变革。

——效率是经济永恒的主题，在资源环境约
束日益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中国经
济亟待效率变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
军分析，当前仍有相当数量资金、土地、劳动力资

源，沉淀在严重过剩产能、高污染产业中，拖累了
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把这些要素资源逐步退出，注入新兴的、绿色
的产业中。

——动力转换能否无缝衔接、持续到位，取
决于科技创新的成效。

“中国经济到了由大变强的关键期，最重要
的支撑是科技创新。”苏州大学副校长张晓宏代
表说，未来一方面国家要加大投入支持基础研究
领域长期攻关，推动原始创新；另一方面要大力
推进高技术产业化，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创新驱动不仅是国家战略,也是企业内在的
需求。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代表认为，企
业未来要靠创新挖掘潜在需求，把市场需求与高
质量供给有效衔接。

把现代金融归入产业体系

发出什么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