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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

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

郑国光代表（中国地震局党组
书记、局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们既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

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准确把

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我们要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健全

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提升防灾

减灾救灾能力。

吴朝晖代表（浙江大学校长）：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必须率先建成科技强

国和教育强国。

李龙梅代表（重庆市特殊教育
中心校长、党支部书记）：

特殊教育工作者更应增强责任感

和使命感，帮助残疾人和他们的家庭

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共享和谐美好

生活，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开启新征程，要在基础性、全

局性、长远性方面下功夫。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例，按照开启新征程的

要求，应更多采取着眼长远的基础

性、根本性措施，实现美丽中国的

梦想。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

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

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

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

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

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

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吴锦代表（湖北省天门市委书

记）：

六个“更加”是符合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战略安排，符合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符合当前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

这就要求切实抓好六个“更加”

目标的具体化、路径化、项目化。要

始终突出发展和民生两大问题，以

第一力度抓好“第一要务”，壮大产

业底盘，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

经济转型升级；要推动文化科教事

业发展，用文化软实力构筑起发展

硬支撑；要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

基层治理的全部活动之中，切实加

强以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为重点的

社会事业发展，努力让经济总量、财

税增量更多地转化为人民群众的生

活质量，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

有“质感”。

陈文华（湖北省社科院助理研
究员）：

全面小康重在“全面”二字，注

重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

性，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小康、

城乡区域共同发展的小康、惠及全

体人民的小康。

全面小康，不仅要求让人民吃

好穿好等物质层面的发展，还要求

软实力的进步，要求我们逐一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努力让人民生

活更加美好。

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

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

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

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余德春代表（四川省丹巴县水

子乡水子一村村委会主任、丹巴县

水子乡家政服务队队长）：

听了十九大报告的“两个阶段”

的目标，很激动，我相信家乡的父老

乡亲也会像我一样，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憧憬。

徐大彤代表（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十九大报告从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的角度，将任务进一步分解到了

两个15年，承前启后、接续实现，具

有里程碑意义。

“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给我们

指明了前进方向，吹响了催人奋进

的冲锋号。我们要保持枕戈待旦的

精神状态，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王韶兴（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

这一战略安排，使“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有了更

好的对接。经过第二个15年，由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跃升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这是一个更加宏伟的历

史性跨越，标志着中华民族将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意味

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将大步迈开。

这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推进伟大事业的逻辑延续，是

我们党开创未来、拥抱世界的宏伟

蓝图。“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承

载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将以

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带动力，全方

位、深层次地改变中国、影响世

界。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

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

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

陈四清代表（中国银行董事
长）：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

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

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金融

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

求。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无论经济怎

么发展，实体经济都是金融发展的

根基，金融必须紧紧围绕国家发展

战略，不断为实体经济注入“源头活

水”，把金融资源更多配置到经济社

会发展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中，

让发展更加协调、更可持续。

潘建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论述，是基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对我国现阶段

经济发展做出的全面部署，系统回

答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

下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

新的时代条件下，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必须贯彻新发展理

念，改变过去长期追求数量规模

的发展模式，把发展动力转换到

依靠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上。同

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依

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是社会生

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方面应

当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

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另

一方面应当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农生文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
来宾市委书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是破解“三农”问题，促进

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收的治

本之策。我们一定要切实增强做好

“三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

感，使农业现代化奋起直追，使之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

展，使城乡协调发展。

吴协恩代表(江苏省江阴市华西

村党委书记)：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

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

“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

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书记在报告里

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让我们

农民备受鼓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李国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很好继承了党对“三农”问

题一以贯之的重视并进行了创新发

展。

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这就向社会各界释放了一个信

号：资源要素配置要继续向“三农”倾

斜，补短板，强弱项，“三农”事业大有

可为。

报告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

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

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给广大农

民、农业经营主体和农业投资者吃下

了一颗长效定心丸，对我国“三农”事

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

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

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

商。

郭兴利代表（四川省剑阁县法
院开封镇法庭庭长）：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过去的实践充分证明，发挥

多层面的协商民主，可以化解矛盾，

凝聚共识，聚力攻坚。随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迫切要求

我们充分发挥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

势，统筹把握不同形式之间的优化

配置，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聪

明才智凝聚起来，把改革发展中的

矛盾化解下去，形成共识、凝聚力

量、铸成合力，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

得感。

罗联峰代表（湖北省宜都市委

书记）：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

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优势的有力彰显，是党的领导下人

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保障。

裴泽庆（四川省委党校副校

长）：

七个“协商”是对我们党协商

民主经验的充分总结，是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

特优势。未来，伴随着协商民主的

广泛运用，特别是迈向制度化、规

范化、法治化、程序化，我国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必将充满生机与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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