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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四下基层”彰显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实践伟力
（上接第 8 版）“四下基层”着眼于宣

传发动群众与解决群众诉求相结合、

问需于民与科学决策相结合、基层治

理与作风转变相结合，集中体现了唯

物辩证法关于坚持用普遍联系的、全

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

物、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要求。党的

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

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

等各方面工作，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

砥砺前行，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巨轮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新时代

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坚

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让党

中央放心与让人民群众满意相统一、

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相统一，掌握科

学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增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性、预见性、主

动性、创造性。

体现实干的担当精神。“四下基

层”展现了共产党人实干兴邦、为民

造福的强烈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

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

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

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团结带领亿

万人民迎难而上，沉着应对，不信邪、

不怕压、不避难，完成脱贫攻坚、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了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担当

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情怀。

一切难题，只有在实干担当中才能破

解。广大党员干部要走出机关，下到

基层，深入矛盾最突出的现场去破解

难题、推动发展、回应期盼，把为基

层解难题、为群众办实事

与个人成长进步有机统一起来，在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

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执笔：黄茂兴、林在明、雷

晶晶）

来源：《人民日报》

（2023 年 12 月 27 日

第09版）

星光点点，海风阵阵。2023 年

12 月，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幕

式上，无人机表演以星空为幕、以

光影作画，呈现声光电交融的视听

盛宴。“海口杯”帆船赛，三亚国际

文博会，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开放

周……相关活动累计接待人数超20

万人（次），线上触达超 5 亿人（次），

线上线下直接销售额累计超5000万

元。消费升级催生新供给，有效供

给激发新需求，供需协同发力，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增添新活力。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

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

的辩证关系。做好宏观经济治理，最

重要的就是平衡供需关系，这就要求

根据供需矛盾的变化相机抉择合理

的策略。近期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从五个方面精辟概括新时代做

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一个

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

同发力”。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发

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

优势，不仅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

新发展格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必然之举，也是应对外部冲

击，破解发展难题，巩固和增强经济

回升向好态势，增强我国生存力、竞

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有效手段。

经济发展是一个供给与需求相

互影响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没

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

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

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

的需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

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必

须推进供给端创新，以提升供给与

需求的适配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部署的 2024 年九项重点任务中，第

一项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继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眼提高供给体系质

量和效率，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

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

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

和安全性，才能以自主可控、高质量

的新供给牵引创造新需求。

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超

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给我国经济发展

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创新发

展优势和抗冲击能力优势。充分用

好超大规模市场这个宝贵的战略资

源，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

引和催生优质供给，能够助推开辟

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

能新优势。应该看到，进一步推动

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

挑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无论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

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

促进的良性循环”，还是“培育壮大

新型消费”，抑或是“稳定和扩大传

统消费”，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扩大

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释放内需

潜力，为经济总体回升向好发挥“助

推器”“稳定剂”作用。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需要坚

持系统观念，在政策实施上强化协同

联动、放大组合效应。有效需求，是

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

升级的需求，是有合理回报的投资、

有收入依托的消费、有本金和债务约

束的需求，是可持续的需求；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需要提升供给结构对有

效需求的适配性，不能形成不符合发

展方向和市场需求的落后产能和产

品。因此，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

有机结合点，才能释放两者协同发力

的巨大潜力，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

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实

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高质量发展蕴藏着提升供给

质量和扩大内需的无穷潜力。增强

信心和底气，准确把握明年经济工作

的政策取向，我们定能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12月

20日 第07版）

——深刻领会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②
□ 人民日报评论部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

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

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做好

宏观经济治理，最重要的就是

平衡供需关系，这就要求根据

供需矛盾的变化相机抉择合理

的策略

找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

力的有机结合点，才能释放两

者协同发力的巨大潜力，形成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

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