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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动荡的世界，越需要稳定人心

的力量。

越是变革的时代，越呼唤胸怀天下

的担当。

回望 2021 年中国元首外交，既有

沉着冷静的科学应变，也有波澜壮阔的

开拓进取，浸润着为国为民的深厚情

怀，磅礴着天下一家的恢宏气度。

一场场电话交谈，一封封书信往

来，一次次视频连线，一场场“云端”演

讲，拉紧了中国与世界的合作纽带，指

引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前行方向。追随

中国元首外交的一举一动，世界看到一

个拥有 5000 多年文明、14 亿多人口的

东方大国走向民族复兴的坚定与豪迈，

感受到它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的情怀与风范。

远见卓识的中国声音、重情尚义的

中国承诺、言出必行的中国担当、和而

不同的中国智慧，鼓舞着世界，启迪着

未来。

审时势、把舵领航：
全球疫情跌宕蔓延，百

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
动荡变革期。面对前所未有
的挑战，习近平主席因时应
势、布局落子，引领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劈波斩浪、勇毅前
行，在复杂博弈中彰显从容
自信，在百年变局中开创外
交新局

“很高兴在岁末之际同你举行今年

第二次视频会晤，这也是 2013 年以来

我们的第三十七次会晤。”

“很高兴有机会与你进行直接的视

频连线。这让我们能够深入探讨俄中

关系的发展。我认为这一关系是 21 世

纪国家间协作的真正典范。”

2021年12月15日，中俄元首“云端”

相聚，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开场白

亲切自然。在紧凑高效的同传翻译方式

下，两位老朋友长谈一个半小时。

国际风云起伏变幻，“中俄组合”团

结如山，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坚

力量。

从核能等大项目合作顺利推进，到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延期，再

到中俄科技创新年完美收官，过去一

年，中俄合作硕果累累，两国元首战略

引领是关键之关键。

在中俄元首视频连线前一个月，

习 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首次“云

会晤”。“未来 50 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

的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

道。”中美关系处在关键路口，习近平主

席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

共赢的三原则。

2021 年开年，习近平主席对世界

形势作出重大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

边”。因天之时、就地之利、依人之和，

既需要居高望远的战略设计，也需要躬

身深耕的亲力亲为。

在中俄、中美两场世界级会晤之间

的一个月内，中国元首外交在一系列其

他方向密集推进：同以色列总统赫尔佐

格通电话，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

系30周年纪念峰会和中非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出席中老铁路通

车仪式，向中拉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发

表视频致辞，致电祝贺朔尔茨当选德国

联邦总理……从双边对话到多边讲坛，

从运筹大国关系到夯实周边之基，再到

深化南南合作，充满活力的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外交大图景跃然眼前。

满满的日程安排，折射出 2021 年

全年中国元首外交的繁忙与高效：同外

国 领 导 人 和 国 际 组 织 负 责 人 79 次 通

话，上百封信函往来，以视频方式出席

重大外事活动 40 起。其间，有一日 3 次

的“电话外交”， （下转第 3版）

把握时代大势 力促世界共赢
——2021年中国元首外交述评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赵卓昀 刘 健

就中乌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互致贺电
就希腊前总统帕普利亚斯逝世

习近平向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致唁电
（均见第3版）

本报讯 （熊修吉 记者朱华）

从 2007 年起在全国率先系统实施

民生实事工程，连续 15 年每年组织

实施一批民生实事，累计投入财政

性资金 1.4 万亿元……记者从近日

召开的全省民生实事工程座谈会

上获悉，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保

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每年集中力量

办好 50 件以上就业、就学、就医、住

房、社会保障等人民群众关心关注

的民生实事。

2012 年以来，我省坚持将新增

财力向民生领域倾斜，把有限的资

金用在“刀刃”上。全省用于民生

方面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稳定在

80%左右，在民生领域创造出许多

经验。其中，2020 年，我省教育支

出 占 比 达 18.3% ，居 全 国 第 6 位 ；

2021 年，城市和农村低保标准分别

居全国第 9 位、第 11 位；在全国较早

实现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困难群

众最低生活保障、 （下转第2版）

连续15年实施民生实事工程
累计投入财政性资金1.4万亿元 每年办好50件以上实事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今日导读

全南创新形式解决急难愁盼

“一张清单”成民生“及时雨”

唱响时代之歌 激发奋斗热情
我省各地掀起歌唱《领航》热潮

（均见第2版）

国之兴衰系于制，民之安乐皆

由治。懂治理、能治理、善治理，是

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地

方 、一 个 部 门 工 作 成 效 的 重 要 检

验。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专题

研 讨 班 精 神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就 要

“坚持精心治理，做到统筹有力、依

法有据、创新有效”，切实提升治理

能力和治理水平，以一流的社会治

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

西提供不竭动力。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

面，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和国家长治

久安。江西推进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大合唱”，同样少不了把制度优

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

能的“协奏曲”。习近平总书记在二

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深刻指出：“我

们要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

定力和耐心，‘致广大而尽精微’。”

“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成事之道，也

是我们精心治理、提升效能的重要

遵循。“致广大”，各级领导干部就要

胸怀“国之大者”， （下转第 2版）

精心治理 提升效能
——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系列评论之三

● 本报评论员 ●

本报讯 （综合本报记者）走过

激荡人心的 2021 年，迎来充满希望

的 2022 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

近平发表了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

贺 词 蕴 含 宏 伟 愿 景 ，饱 含 殷 切 期

望，传递诚挚问候，在全省广大干

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深

受鼓舞、信心满怀，纷纷表示，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道路上，要牢记习近平主席的殷殷

嘱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干笃

行、奋楫争先，汇聚奋进新征程的

磅礴力量，携手书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江西的精彩华章，不负

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无数平凡英雄拼搏奋斗，汇

聚 成 新 时 代 中 国 昂 扬 奋 进 的 洪

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

昌出租车驾驶员吴宝喜说，习近平

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的这句话，让他

感触颇深。城市的正常运转离不

开出租车，在他看来，自己这份职

业虽然平凡，却有着不平凡的使命

与意义。

今年 58 岁的吴宝喜在南昌出

租车行业干了 19 年。从燃油车到

新能源车，从青春活力的年轻人到

成熟稳重的老师傅，他见证了南昌

的繁荣发展、日新月异。

寒来暑往，吴宝喜穿梭于城市

的每个角落，为市民提供安全、可

靠、优质的出行服务，19 年行车 200
多万公里、累计运送乘客 19 余万人

次 ，零 违 章 ，未 出 现 一 例 有 责 投

诉。他还加入社区爱心车队，积极

参与各类公益活动，公益行程超过

1 万公里，志愿活动时间数千小时。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吴宝

喜表示，他将立足岗位，在提升服

务品质、增强群众出行幸福指数上

再接再厉，做一名新时代的好“的

哥”，不断擦亮城市流动风景线。

（下转第 2版）

牢记嘱托实干笃行
不负人民奋楫争先

——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
在江西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近 日 ，

在 赣 深 高

铁信丰段 ，

一 列 高 铁

列 车 正 穿

过 信 丰 县

城。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回首 2021，意义非凡。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江西发展正处于厚积

薄发、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

段。4500 多万赣鄱儿女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感恩之情、奋

进之心、担当之行，坚决扛起“作示

范、勇争先”的使命责任，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

“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1 年岁末，赣深高铁、安九高

铁开通运营，江西正乘坐新时代的

高速列车，奋力跑出“高铁速度”，全

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迈入高铁时代，江西
全面打通南北大通道

江西，是全国唯一同时毗邻长

三角、珠三角、海西经济区的省份，

区位优势可谓“四面逢源”。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共建“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

区崛起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

展、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等

重大战略在这里叠加和集成，江西

开放发展的竞争优势和发展胜势日

益强劲。

2021 年 12 月 30 日，安九高铁正

式开通运营，九江正式迈入“高铁时

代”。安九高铁的开通，使江西路网

规模、运输能力和服务质量大幅提

升，出省通道增至 21 条。

两个月前，庐山机场顺利复航，

九江重回“航空时代”。江西的北大

门实现了交通事业在“十四五”时期

的崭新开局。

安九高铁连通安徽省西南部的

安庆地区、湖北省东南部的黄梅县

和江西省北部的九江地区，建成后，

对于“皖江经济带”“环鄱阳湖经济

圈”两大区域经济带的建设将起到

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服务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江城市间人

文经贸交流、拉近中部地区省市间

时空距离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1 时 17 分，

从赣州西站开出的 G2197 次列车，

抵达终点深圳北站。

赣深高铁的开通，结束了江西

信丰县、龙南市、定南县和广东省河

源市不通高铁的历史，赣南地区首

次有了直达广东的高铁列车，让江

西全面打通南北高铁大通道，“连南

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

优势更加凸显。

异地如同城，高铁带
来流动的机遇

高铁一通，百业兴隆。随着高

铁时代的到来，区域生产要素加速

流动的同时，也会带来资金、人才、

信息的快速流动。

赣深高铁、安九高铁的车票，仿

佛春天的邀约，不仅为过着“两城一

家”生活的人们奏响了幸福的旋律，

而且唤醒了更多时代的“弄潮儿”，

努力在市场的大潮中抢占先机。

家住深圳的熊先生在定南县开

了家公司，以前每周只能在家和公

司之间开车往返，3 年下来都快跑废

了一台车。他高兴地说：“现在定南

南站离公司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到深圳完全可以实现半天往返。对

我来说实在太方便了！”

幸福源自奋斗。赣深高铁的开

通，改善了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也为

苏区人民走出去、湾区人民走进来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 赣 深 高 铁 一 通 ，拎 包 说 走 就

走，以后请别再叫我‘深漂’了！”信

丰县的 95 后小伙子刘山河，在深圳

务 工 多 年 ，时 常 思 念 家 乡 的 妻 小 。

赣深高铁开通后，深圳到信丰不到

两个小时，刘山河做好了每个周末

通勤回家的打算。像刘山河这样的

年轻人，在赣南还有不少，他们处于

事业初创期，经济基础还不殷实，一

头是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一头是大

都市谋发展的闯劲，取舍两难。如

今高铁的开通，让他们更有底气走

出去。

高铁时代为更多人开启了“同

城工作圈”。在南昌工作的林先生

主管医疗器械采购，需要经常前往

合肥等地出差。 （下转第 2版）

缩短时空距离 倍增发展动能
——我省抢抓高铁新机遇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刘佳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