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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擘画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举措。一分部

署，九分落实。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

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改革没

有局外人旁观者的观念”。推动改革

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需要广大党

员、干部全身心投身改革，进而带动广

大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形成攻坚

克难的改革合力。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

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引用这句汉代思想家王符的名

言，深刻阐述改革的动力所在。身处

改革大潮之中，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当事人。新征程上，中国要如大鹏飞

得高、如骐骥跑得快，就得依靠亿万

人民的共同努力，而其中的关键是广

大党员、干部要既当改革的促进派，

又当改革的实干家。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离不开党中央领导改革的总

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同时需

要中央和国家机关等聚焦重大部署、

重要任务、重点工作主动担当作为，

还需要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抓好重

大改革举措的组织实施；既需要各级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挂帅和出征，又需

要广大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参与改

革、推动改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涉及

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

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改革没有局外

人旁观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了 300

多项重大改革举措，计划到 202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80 周年时完成

改革任务。改革时间紧、任务重，我

们必须紧紧抓住宝贵的时间窗口。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在谈到战

略机遇期的重要性时指出：“不是错

过了前五年还有后十五年，而是赶不

上这个时间表，耽误了前五年就没有

后十五年的机会和境遇，失之交臂，

悔之晚矣。”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我

们必须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改革

紧紧抓在手上。当前，广大党员、干

部都能积极投身改革，但也有个别人

在改革中畏首畏尾、瞻前顾后，担心

改革中的矛盾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一

心只想当“太平官”，守位子、护帽子，

对改革之事不上心、不用心，选择站

在一旁观望。诚然，改革越是向纵深

推进，触及的利益矛盾越是复杂尖

锐，硬骨头越难啃，每前进一步都更

加不容易。如果说改革初期主要是

在增量上做文章，那么现在的改革更

多的是利益增进和利益调整并存。

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广

大党员、干部积极投身其中，知责于

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求真务实抓

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在汇聚改革

合力中攻坚克难。

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

业，改革的合力源自上下同心的众志

成城。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

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新时代以来，

从北京“接诉即办”，到浙江“最多跑一

次”，再到福建三明综合医改，这些切

实有效的改革举措“金果子”，无不来

自人民群众实践智慧的“好点子”。党

员、干部不仅自己要牢固树立改革没

有局外人旁观者的观念，还要以自己

的担当作为凝聚民智、汇集民力，调动

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引导广大群众融入波澜壮阔的

改革大潮中来，共同为改革支招、一起

为改革发力。

鲁迅先生说过，“多数的力量是

伟大的、要紧的”。众人划桨开大船，

同舟共济海让路。在改革面前，当局

外人没有出息，做旁观者没有出路。

唯有牢固树立改革没有局外人旁观

者的观念，全身心地投身改革，一往

无前地推动改革，才能让党和国家事

业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开辟新

天地。

来源：《人民日报》（2024年12月03

日 第09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止餐饮浪

费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坚持不懈抓下

去，推动建设节约型社会。”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是全球面临

的难题，没有公众的广泛参与，就不能

养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很难取得实

效。在思想认识上求共识，不妨回答

三个问题。

粮食丰收以后为什么还要节约

粮食？

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 9 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今年预计首次超过1.4

万亿斤，实现高位增产。有的人就会

有一个问题：既然粮食那么多，何必还

要大力提倡节约？

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必须看到，居民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带

动粮食需求持续增长，大豆等农产品

对外依存度较高，粮油争地、人畜争

粮、种养不协调等矛盾依然突出，粮食

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这些情况

决定了不论粮食增产多少，我们都没

有任何资格、任何理由浪费食物。

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是“国之大

者”，粮食节约的时效是“永远”。粮收

万担、五谷丰登，与节约粮食并不冲

突。我国之所以实现粮食连年丰收，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断强化粮食

机收减损、储存减损、运输减损。有增

产作牵引，以节约为保障，粮食安全才

更牢固。

富裕起来以后为什么还要强调

节俭？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务本节用

财无极”……无论是警世格言还是民

间智慧，都有相同的逻辑：节用才能致

富，富起来以后，仍然需要精打细算、

科学利用。倡导节约理念，并不是要

抑制消费，而是旨在涵养健康理性的

财富观、消费观，让财富合理地发挥出

最大价值。

为新中国空降兵事业奉献毕生精

力的马旭夫妇，生活十分简朴，将工资

等财物捐给公益事业。叶嘉莹先生暮

年一个人生活，日常用度极为节俭，却

为南开大学捐赠大笔资金。见利思

义、重义轻利，富而思进、兼济天下，这

些熠熠生辉的文化基因，在富裕起来

之后更需珍视和弘扬，努力涵养勤俭

节约、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

风气转好以后为什么还要继续反

对浪费？

这些年，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引

导下，“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

风”“车轮上的铺张”等问题得到集中

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一批作风顽疾

被有效清除。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绝不能有松松劲、歇歇脚的心态，

一餐饭、一度电、一张纸中的“风纪扣”

仍需扣紧扣牢。

继续提倡勤俭节约，是防范“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隐形变异的必然选

择，是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

弘扬在新时代的主动作为。包括厉行

勤俭节约在内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长

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节俭朴素

的作风品格，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需

要党员干部持之以恒坚守。

俭以养德，俭以兴业。问答之间，

其义自见。发扬艰苦奋斗光荣传

统，坚持勤俭办一切事情，我们

的事业大有希望。

来源：《人民日报》

（2024年12月03

日 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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