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辽宁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既是一次实施全面振
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的动员会，也是一次明确任务、压实责任
的部署会，更是一次凝聚力量、激发斗志的誓师会。全会审议
通过的《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是坚决打赢新时代东北振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
任务书、作战图，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一、充分认识实施三年行动的重大意
义，切实增强实现新突破的使命感责任感
紧迫感

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辽宁新篇章的实际行动，是辽宁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省“十四五”规
划、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全省上下已经形
成共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部署要求上来，充分认识实施三年
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打好打赢新时代东北振

兴、辽宁振兴的“辽沈战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实践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第一，实施三年行动是政治任务，必须践行使命、诠释
忠诚。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高度重视、念兹在兹、充满期
待，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亲自推动解决
重大问题，为辽宁振兴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特别是面向“十四五”，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新时代东
北全面振兴“十四五”时期要有突破的重要指示；去年8月
在辽宁考察时提出，在新时代东北振兴上展现更大担当和
作为，奋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再次明确提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在今年
新年贺词中强调，东北振兴蓄势待发。这些重要指示，是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也是赋予我们的使命
和任务。实施三年行动，推动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不是一项普通的专项行动，而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是
必须回答好的政治大考。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感恩奋进，把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作为当前最紧迫
的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用三年行动的实际成效来诠释对党的绝对
忠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站
位、更大格局谋划推动振兴发展，积极探索东北、辽宁振兴
发展的规律，摸索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的实践路

径，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履行好维护国家“五大安
全”政治使命，努力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强有力支撑，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辽宁力量。

第二，实施三年行动是振兴亟需，必须只争朝夕、时不
我待。党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年来，辽宁振兴发展取
得了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标兵渐行
渐远，追兵越来越近，发展形势逼人，竞争态势逼人。面对
这样的形势、这样的压力、这样的竞争，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沉湎于过去的辉煌，也没有任何理由满足于眼前的现状，
更没有任何理由消极无为、放弃梦想。我们承认差距，但
绝不甘心落后！省“十四五”规划、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对全
面振兴新突破作出安排部署，我们必须咬定目标不放松，
一张蓝图绘到底。当前，“十四五”已过去两年，还剩不到
三年时间，已到了决战决胜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时期，
实现振兴时不我待，加快发展迫在眉睫。我们要强化坐
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感，大干三年、奋斗三年，高
质量实施三年行动，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实现全面振
兴新突破。

第三，实施三年行动是共同夙愿，必须勠力同心、团结
奋斗。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曾创造过历史性辉煌，也
曾经历过阶段性困顿。几十年来，无论是全省广大干部群
众，还是身处异乡的辽宁人，对辽宁实现全面振兴、再展辽

宁雄风始终心心念念、满怀期待。近年来，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经过全省上下持续努力，辽宁已经走出了多年
来最困难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更加巩固，维护国家“五
大安全”的能力不断提升，外界对辽宁的预期持续向好，干
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具备了在振兴发展新阶
段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的基础和条件，全面振兴蓄势待
发，实施三年行动正当其时！三年行动承载着辽宁人
民的热切期盼，一经提出，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
注、普遍认同。民心所向，政之所往。我们要顺应全省
人民的共同心愿，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
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断激发全省上下矢志不渝实现
全面振兴新突破的昂扬斗志，依靠团结奋斗把美好愿景变
为现实。

第四，实施三年行动是重大考验，必须干事创业、争先
进位。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
新篇章，是党和人民对辽宁干部本领能力、精神状态的“大
考验”，也是辽宁干部展现作为、体现担当、彰显价值的“大
舞台”。机遇就在面前，抓住了就是良机，错失了就是危机，
就会陷入格局性的落后和战略性的被动，我们已经没有
退路，必须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辽宁干部到底行不行，三
年行动是“试金石”！（下转第二版）

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为引领
奋力谱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辽宁新篇章

——在中共辽宁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23年2月22日）

郝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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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史冬柏报道 3月
22日，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以
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学习扩大会
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
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
工作要求，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
统，切实把“讲诚信、懂规矩、守纪
律”要求落到实处，为高质量实施辽
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提供更
加有力的统计保障。省委副书记、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李乐成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上，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
司司长赵同录、统计执法监督局副局
长周博，分别围绕“地区生产总值统
一核算改革”“坚定不移纵深推进依
法统计依法治统”作专题辅导，对地
区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方法、改革等作
深入解读，对履行统计法治监督职责
提出建议。

会议指出，统计是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一项基础性综合性工作。近
年来，全省各级统计部门坚持以统
计担当服务振兴大局，统计调查、统
计分析、统计监督等工作取得良好
成效。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省
统计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短板。要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对党忠诚
的高度，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
守 住 底 线 红 线 ，依 法 科 学 做 好 统
计工作，以高质量统计服务高质量
发展。

会议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担当作为，
拼抢争实，重实干、求实效，不断提升
统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
平。要着力加强统计治理，坚决防
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深入
查摆问题，强化监督检查，严肃追责
问责。要着力提高统计质量，压实责
任，搞准数据，确保经得起实践和历
史检验。（下转第三版）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扩大会议
李乐成主持并讲话

辽宁振兴，首先要企业振兴，企
业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
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增强市场主
体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国
企民企外企竞相发展，力争在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上实现新突破。

3 月 22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实施全面

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主题系列（第
六场）新闻发布会，省市场监管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惠银安，省国资委党
委委员、副主任胡洋，省工信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丁广军，省工商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吴秋菊，省商务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王昱萍先后就今年我省
促进国企民企外企发展、培育壮大市
场主体的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进行

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3年底全省市场主体
预期数量达500万户左右

市场主体是辽宁振兴的微观基
础。只有市场主体“青山常在”，辽宁
经济才能“生机盎然”。

截至今年3月17日，全省市场主
体总量已经发展到477.98万户，比上

年同期增长 6.06%，比上年底净增
6.55 万户，提前实现首季“开门红”。
今年，省市场监管局将聚焦“市场主
体超过550万户”三年任务，举全系统
之力，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着力优
化市场主体发展环境，厚植市场主体
发展基础，构建市场主体服务体系。

我省将组织开展市场主体培育
专项行动。（下转第四版）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促进国企民企外企竞相发展
——“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⑥

本报记者 董翰博 唐佳丽

本报讯 记者王坤报道 3 月
22日，十三届省委第三轮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在沈阳召开。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省委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奇凡出席
会议并讲话。会议宣布了十三届省
委第三轮巡视的组长、副组长授权
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

会议指出，今年是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之年，是辽宁实施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的首战之年。要统一
思想、提高认识，把握形势、认清使

命，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轮
巡视任务。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巡视县
（市）区重要性，把握好监督方向和
监督重点。紧盯“两个维护”这个根
本，深入查找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决策部署方面的偏差、落差、温差。
紧盯振兴发展这个大局，围绕全面
振兴新突破三年行动确定的10个方
面新突破50项重点任务，推动打通
振兴堵点、消除发展痛点、破解突破
难点。紧盯“清存遏增”这个目标，
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下转第三版）

十三届省委第三轮巡视
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郑有胜报道 “锚
定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
民富裕富足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增长要力争
达到 4%以上；粮食产量要稳定在
104万吨以上；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业营业收入年增长8%以上……”近
日，辽阳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全

力推进农业强市建设，并明确时间
表和路线图，以项目化、清单化、工
程化方式推进农业强市建设取得新
突破，为三年行动首战告捷、加快实
现全面振兴新突破提供支撑。

辽阳市认识到，加快建设农业
强市是使命所系、群众所盼、发展
所需，（下转第三版）

辽阳坚持“四个聚焦”
全力推进农业强市建设

新华社北京3月22日电 3 月 22 日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
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并举行隆重送行仪式。

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2023年全国两会闭幕后不久，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再启
新程。3月 20日至 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俄罗斯，继
续书写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
新篇章。

10年前，同样是在春天，习近平主席作为中国最高领导
人首次出访期间，在俄罗斯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中国方案。

10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影响力、感召力愈发凸显，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凝
聚广泛国际共识，注入强大信心、勇气和力量。

照亮时代的真理之光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现共赢共享”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
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23日，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深刻把握时
代潮流大势，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理念。

此时，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
前进具备许多积极因素，也面临诸多困难挑战。建设一个

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成为摆在全人类面
前的时代之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这
一时代命题的深邃思考，是对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给出
的中国方案。

2015年9月28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在第七十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从伙伴
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五个方面
系统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2017年 1月 18日，日内瓦万国宫。习近平主席在“共
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既
从历史和哲学高度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又从
现实角度系统勾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
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
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
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新
时代中国为世界呈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10年来，从提出“五位一体”总体路径到擘画“五个世
界”总体布局；从在国家之间和地区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
到在全球领域打造网络空间、核安全、海洋、卫生健康等命
运共同体；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
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不

断丰富发展，思想体系日臻完善。
10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深入人心，先后写

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陆续写入
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重要文件，深远影响着
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
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
祉，是对你输我赢、零和博弈的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
论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
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
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习近平主席这样积极倡导，更这样坚定推动。

2023 年 1 月 11 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南
郊，五星红旗和非盟会旗迎风飘展，中国援非盟非洲疾控
中心总部（一期）项目竣工仪式在这里举行。

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这个中非合作旗舰
项目，是非洲大陆第一个拥有现代化办公和实验条件、设
施完善的全非疾控中心，对于提升非洲疾病预防、监测和
疫情应急反应意义重大。

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以来，中国

援非医疗队的足迹遍及广袤的非洲大地。新冠疫情暴发
后，中国与非洲守望相助，团结抗疫，用实际行动诠释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谛。

面对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发起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同180多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 34 个国家派出 38
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
剂疫苗，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
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
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
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
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目光远大、以全人类利益为
诉求的重要理念，致力于推动社会共融、利益共享、共同发
展、共同受益。”巴西共产党前政治和国际关系书记若泽·
雷纳尔多·卡瓦略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汲
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下观”与“和文化”的思想精髓——

“天下大同、协和万邦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人类社
会的美好憧憬，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的文化
渊源。”在给马耳他圣玛格丽特中学“中国角”师生的复信
中，习近平主席这样阐释。 （下转第五版）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之际

新华社记者

就马拉维、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灾害

习近平向马拉维总统和莫桑比克总统致慰问电
详见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