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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楫中流 迎难勇进
——两会时间看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棋”

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中，只有信念坚定、执楫奋进，才能
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搏风击浪、创造历史、书写未来。

“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掷地有声的铿锵
话语，许下对13亿人民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执政理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逢
山开路的奋进勇气，凝聚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领航中国在
更加深阔的水域乘风破浪，为全面深化改革从开局之年到关
键之年的历史性迈进，注入深沉的前行动力。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一年来，改革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加快推
进。面对改革深水区、攻坚期矛盾多发易发复杂局面，党中
央以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统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持以重
大问题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紧紧围绕阻碍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体制机制弊端，直面矛盾的关节点、要
害处，向沉疴积弊宣战，朝作风顽疾开刀，抓住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重点问题，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推进。

行政改革引领、财税改革问世、司法改革试水、户籍改革
破冰、公车改革推行……许多多年想改不能改、想啃啃不动的

“硬骨头”，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真枪
真刀推进改革的破竹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
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完成108个任
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实干兴邦的有力行动化作全面
深化改革的优异成绩。改革大潮席卷神州，奏响催人奋进的
时代旋律，凸显党中央开拓进取的历史担当。

改革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是勇于担当才能成就的伟
大事业。改革开放开辟出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奠定了今天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
基业。我们有理由为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而自豪，但不
能因此而骄傲自满，更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睡大觉。面
对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和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的新情况、
新问题，如何应对转方式、调结构的新挑战、新要求，如何破
解发展中的一系列复杂矛盾，又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牢牢把握主动权，容不得我们有丝毫懈怠，更需要迎难而
上的勇气担当。

全面深化改革从开局之年到关键之年，挑战更加严峻，责
任更加重大。开局之年的许多重要改革事项已经破题，接下
来还需保持韧劲，以强有力措施狠抓落实，扩大改革战果，务
求善作善成，推动改革向纵深挺进。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
则退。越是在开局良好、起步顺利的时候，越需要保持清醒
头脑，越需有一鼓作气的毅力。要按照习总书记“更加注重
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形成
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的要求，提高改革方案质量，加大
改革落实力度，深入开展改革督察，努力使各项改革举措落
地生根，确保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效。

“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们。”勇于挑起担
子，善于主动作为，是成事之要、兴业之本。党领导人民协调
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大势已起。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主动作为应对挑战，以锐意进
取担当责任，在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的广阔舞台上，在实
现中国梦的接力奋斗中跑好我们这一棒，铸就无愧于时代、
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

勇于担当，
肩负起改革历史重任

刚刚过去的 2014 年，全面深化改革在开局之年向着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总目标迈出了坚实一步。

进入关键之年，深改“棋局”需要更好谋势、更稳落子，方能乘

破竹之势，执楫奋进、克难前行。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形成国家意

志、汇聚智慧信心的舞台上，全面深化改革必将成为主旋律。

春节前，地方两会陆续举行。有研究机
构发现，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全面深化改
革”均是主题词。

过去一年，改革部署出台的数量之多、频
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勃发的改革大
潮涌起，壮丽的改革画卷展开，给人们的生
活、工作，乃至国家和社会面貌带来显著变
化。

从“开局之年”进入“关键之年”，以深化
改革推动发展，势不可挡。

“要巩固改革良好势头，再接再厉、趁热
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
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是全社会共
同的心声。

行政审批、国资国企、预算管理、金融改
革……各地两会上，改革清单竞相亮相。

“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起跑线上看公平”，

“加快医改，医患关系要抓源头”，“加快出租
车行业改革”，“让冤假错案更少”……地方政
府网站的留言，折射出公众对改革继续推进
的期盼。

“要用改革为一切创新开路、清障、除
弊。”辽宁省省长李希这样表达推进改革的决
心。

从“开局之年”到“关键之年”，还意味着
改革难度进一步增加。

攻坚难题触及症结核心，有待全面破解；
深层次体制机制弊端和既得利益阻碍愈发凸
显，需要破障闯关。

面对待解难题，推诿应付、等待观望的心
态和现象仍然存在，“上下热中间冷”的“中梗
阻”现象，还在一些地方影响改革成效落地。

气可鼓不可泄，力须聚不能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

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2015年是中国发展的
关键节点，既要在已经取得的改革成效基础
上继续寻求突破，又关系到“十三五”规划的
顶层设计，对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的完成和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具有承上启
下的重要意义。

跳出短期看中期，跳出速度看结果，跳出
政策看体制。迟福林表示，从 2015 年到
2020年的6年里，中国需要牢牢把握转型升
级的大趋势，通过深化改革解决一些结构性
矛盾，从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实现公平可持
续的增长。

顺改革大潮，乘破竹之势。
关键之年要有关键之为。进一步树立问

题意识、攻坚意识，把改革难点攻克下来，既
是责任，更是大势。

关键之年 气可鼓而不可泄

“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把需要攻坚克难的硬骨头找出来，把
需要闯的难关、需要蹚的险滩标出来”……中
央对今年全面深化改革提出明确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啃”的都是“硬骨头”。
开局之后、关键之年，推动改革再向前，势必
要往深水区再进一步。

元旦刚过，2015年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将开年的“当头炮”再次指向审批，提出
在前一阶段解决“审批多”问题的基础上，把
焦点对准“审批难”，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行
为，推动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深化。

地方两会上，多地政府亮出“权力瘦身”
成果，赢来“点赞”。与此同时，不少代表委
员表示，当前地方政府简政放权中，玩“数字
游戏”、放权“躲猫猫”，将权力转移给“红顶
中介”和“二政府”，以及一放了之弱化监管

等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国企改革也是各地两会在改革清单中提

及较多的领域，足见这块“骨头”的“坚硬”程
度。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专题审议
上，上海市副市长周波表示，国企改革首先要
对国资委这个监管部门进行改革，通过发挥
国资流动平台的功能，完善“国资委负责资本
监管、平台公司负责资本运作、企业集团负责
日常经营”的工作格局。

财税、医疗、土地、环境、户籍、扶贫开发
等方面改革，也是各方关注焦点、各地工作重
点，将在推动转型升级，激发活力动力中扮演
重要角色。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
新一轮改革的重要特点，也是提升改革质量
的难点。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
立群认为，经济改革由单项和局部突破转向
全方位系统设计和整体推进；改革内涵由经
济领域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党的
建设各个领域；国内改革拓展到参与和应对
全球化及全球治理，这是改革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的重要体现。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期待看到
的不仅是啃骨头的勇气和毅力，更期待看到
各个领域健康生态的建立，这其中包括清朗
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文化生态。”四川省达州
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说。

关键之年推进改革，更需要在系统设计
中驾驭和把舵改革方向与主线，在整体思考
中把握改革的重点和突破点，在协同推进中
掌控改革时序和节奏，使各环节、各领域改革
形成合力并良性互动。

关键之年 把硬骨头啃下来

改革顶层设计重要，落地有声更重要。
2月 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强调，要
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
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
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

“春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期
间，同陕甘宁部分市县委书记座谈，他强调，
市县一级领导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
作为。这是总书记给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
延安市宝塔区委书记严汉平说，落实改革举
措就是要落在基层干部的作风和行动上。

切中肯綮方能游刃有余，水深流急更需
行稳致远。

让改革更具穿透力，必须把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结合起来，调动各种因素和手段，为
改革创造环境、增添动力。

——用法治引领和推动改革。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要坚

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做
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将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立法本身就是一
个权力利益分配与平衡的过程，作为规范国
家整个立法活动的根本依据，立法法的修改
必将对下一步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进程产生
重大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车光铁认为，以政
府部门为主导的立法，极易造成强调部门权
力和利益的现象，不可避免存在部门利益保
护倾向。

进一步明确和保障立法工作中人大的主
导地位，不仅对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至关重
要，而且可以有效扭转“国家权力部门化、部
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为改
革“突围”创造条件。

——以督察促进改革落实。
过去一年，中央改革办成立督察局，专司

改革方案督检之责；中办、国办联合派出8个
督察组赴16个省区市，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情况开展督察；中国政府网还推出关于
政策落实的网上调查，公开征询公众对重大
改革的评价。今年的首次中央深改组会议，
则再次强调要深入开展督察工作。

各级加大力度，督促改革措施落实，无疑
有助于打通改革推进的“最后一公里”；同时，
在攻坚阶段让群众参与评价改革成效，也能
用民意倒逼改革举措的落地。

——以不断提高的改革质量释放发展动
力。

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一些改革措施看起
来很好，但由于配套没跟上、前景不明朗等因
素，影响了改革效果。

在户籍改革中，有的地方进城落户条件
非常宽松，但因户口涉及的计生、就业、医疗

等待遇得不到及时落实，直接导致农村人口
落户城镇的意愿不强。

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表示，要对改革进
行阶段性评估，及时跟踪研判，并不断完善改
革方案，只有改革更接地气、更有实效，才能
更好调动群众投身改革的积极性。

——将改革共识化为强大正能量。
推进改革需要勇于担当。必须看到，一

些干部对全面深化改革存在观望心态，也出
现一些“为官不为”的情况。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这一轮
深化改革存在很大难度，在于普遍受益式的
改革已经过去，继续深化改革会有一些既得
利益者受损，这也是一些地方上有政策下有
对策的重要原因。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

中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勇于担当”，
这是对领导干部能力与责任的更高要求。全
面深化改革正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大考”，
要让更多人成为改革的弄潮儿，使改革正能
量越聚越强。

关键之年的“关键棋”，正召唤每一个人
强化责任担当，勇做“关键先生”，把中央对改
革的要求部署落实到位，不让改革举措“堵”
在路上，不让改革红利“截”在途中，用行动交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优异答卷。

关键之年 让改革“落地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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