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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赵 超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
发展和安全，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
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统筹”一
词多次出现。

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
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
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
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12
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明年
经济工作要把握好“六个统筹”。

统筹兼顾是中国共产党秉持的
科学方法论，在统筹中谋划全局、协
调推进、重点突破，在统筹中掌握平
衡、校准方向、赢得主动。

全局谋划：“坚持从大
局出发考虑问题”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广西代表团讨论。

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代表发言
时说，这些年桂林在保持漓江生态
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上下
功夫，生态保护与富民利民实现了
双赢。

总书记谆谆嘱托：“保护好桂林
山水就是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贡献，
这就是你们的‘国之大者’。”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领导干
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
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
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
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

统筹，注重的是通盘筹划，彰显
的是全局观念。

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无论是
在革命时期明确从进攻大城市转到
向农村进军，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时期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再
到改革开放后强调正确处理改革发
展稳定关系，我们党始终根据形势变
化提出事关全局的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不谋全
局者，不足谋一域”这一古语，要求全
党“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

从大局出发，我们党不断健全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
度体系。

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牢中国前进方向，统揽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
梦想，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定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党的二十大上，中国共产党从战
略全局出发，作出新的战略安排：“从
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着眼全局，二十大报告阐述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等重大问题，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行了战略谋划。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
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谋划
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要以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
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
局添彩。

协调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础上，党的二
十大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我们
要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
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
少，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贯穿其
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巨大优越性。

“中国要强大，各领域各方面都
要强起来。”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
依法治国，中华大地展现出一幅发展
进步全景图。

二十大报告擘画的中国式现代
化蓝图中，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
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到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无
不呈现全面性特征。

全面，不是零敲碎打，而是联动
和集成。

瞄准全面，中国共产党遵循统筹
原则，用好“两手抓”的辩证法，避免
畸轻畸重、以偏概全，在协调推进中
找到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丰
富和发展“两手抓”，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政府和
市场的关系、开放和自主的关系、发
展和安全的关系等。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党中央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决策，我国一
方面率先控制住疫情，最大限度保
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一
方面率先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
增长由负转正。

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风险
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发展和
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既要抓好
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要办好保证国
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维护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
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推动中国号巨
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重点突破：“以重要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
全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今后一个时
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的同时，对教育科技人才、依法治国、
国家安全三方面工作单列部分进行

安排，彰显了我们党对抓关键、补短
板、防风险的战略考量。

我们党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
个大国。

2014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
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
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
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
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
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
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
头弹钢琴。

统筹，展现的是两点论与重点论
相统一的智慧。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
万户的事”“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

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
中，既强调全局观，又注重优先解决
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
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

点面结合，综合施策：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在区域、人口、领域全面覆
盖的同时，把脱贫攻坚作为底线任
务；全面深化改革，既作出顶层设计，
又敢于突进深水区、啃硬骨头；既强
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又突出创新是第一动力。

以点带面，有序推进：在多地建
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深圳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在浦东打
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在浙
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通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经
验，为全国提供借鉴。

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
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
伟业。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
大报告中强调，把握好全局和局部、
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
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
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
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
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统筹

新华社记者丁 静 樊 曦

全长2298公里，纵贯中国南北，
跨越长江与黄河，世界上运营里程最
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铁，26日迎来
运营10周年。

交通运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先行官”。作为我国中长期铁路
网规划中“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的
重要“一纵”，京广高铁连接南北、
承东启西，已成为我国最繁忙的
高铁线路之一。10 年来，京广高铁
发送旅客 16.9 亿人次，促使沿线
区域发展动力更强，老百姓日子
越过越好！

京广高铁的“创新力”：
速度更快，让时空更“小”

“G71次列车请关门。”26日上午
7点05分，随着值乘列车长孙梦楠结
束电台呼叫，G71次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驶出北京西站，经由京广高铁，奔
向千里之外的昆明。

2012年12月 26日，19岁的孙梦
楠是京广高铁首发列车 G801 次的
乘务员。当天，北京西站迈入高铁时
代，我国一条全新的南北客运通道
建立。

作为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
的重要“一纵”，京广高铁的“骨干线
路”地位非常突出。它与石太、石济、
徐兰、郑渝等12条高铁线路联通，形
成了我国跨越南北、贯通东西的客运
大通道。

速度更快，让时空更“小”。京广
高铁贯通后，北京至广州旅程由 40
多小时压缩到约8小时。今年6月20
日，北京至武汉段常态化按时速 350
公里高标运营，京汉间最短运行时间
缩短至 3小时 48分，比原来快了约
30分钟。京穗、京渝、京石之间的运
行时间也进一步压缩。

高速运行的基础是安全。京广高
铁开通运营后，铁路部门积极构建
安全风险防控体系，采用高速综合
检测列车，构建轨道结构、路基沉
降、列控等监测系统，完善安全防灾
监测体系，强化应急救援能力等。京
广高铁京武段还率先建成了安全标
准示范线。

“时速350公里意味着列车每秒
前进约97米，这对司机的心理素质、
作业标准、业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
司机刘静雅说，必须防微杜渐，让作
业标准成为“肌肉记忆”。

服务品质决定着人民群众的满
意度。电子客票、WIFI信号、网上订
餐、静音车厢等服务，让乘客不仅能
够“说走就走”，而且能够走得舒适、
惬意，“人享其行”的期盼逐步成为
现实。

“北京西站始发的京广高铁列
车从最初的 60 对增加到 107.5 对，
成为首都北京最繁忙的铁路枢纽
之一。”北京西站党委宣传助理袁
旭冉说。

京广高铁的“输送力”：
促进新城崛起、区域发展

京广高铁开通 10年来，广铁集

团管内共开行 60多万趟动车组，最
短发车间隔仅5分钟。武汉站单日发
送旅客由几千人次增长到最高逾 14
万人次，坐高铁可直达全国100多个
地级市。

“从武汉出发，坐高铁 3个多小
时就能到达北上广，我也过上了‘双
城生活’。”家在武汉，在北京工作的
彭先生说。10年前，他坐火车到北京
要 10个小时左右，现在不仅时间短
了，旅途也更舒适了。

“10 年来，武汉一步步站在了
‘米’字形高铁网的中心。依托枢纽地
位，武汉站周边打造现代化商务区，
目前已吸引了多个开发商入驻。”中
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部
副主任易欣说。

京广高铁沿线城市规划纷纷与
高铁对接，不少高铁车站已成为所在
城市的新地标。

“京广高铁在国土空间开发、产
业梯度转移、城镇布局优化、经济贸
易交流中起到了先导作用。”北京工
业大学城建学部交通运输所副所长
韩艳说。

“京广高铁串起了不同资源优
势的经济板块，辐射大量历史文化
名城，实现了我国南北方向综合交
通运输网络的升级，生动体现了‘钢
铁动脉’的作用。”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运输及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怀
相说。

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到中部崛
起，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京广高
铁在涌动的客流中播撒共同发展的
种子，促使珠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
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人口最为
密集的区域。

京广高铁的“牵引力”：
助力人享其途、货畅其流

临近元旦、春节，京广线广铁集
团管内货运车间繁忙中井然有序，这
与10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

“京广铁路是百年老线，过去每
逢春运等重要运输时期，铁路运能
频频告急，武昌、广州等大站频犯

‘大肚子病’，列车开不出去，只能
集中运力保客运，货运受到严重影
响。”广铁集团货运部副主任杨文
曦说，2012 年京广高铁开通后，客
货分流极大地提高了铁路综合运
输能力，10年间武广段增运货物约
7亿吨。

得益于京广铁路干线运能日益
充足，湖南长沙、怀化、株洲，广东广
州、深圳、东莞等城市相继开通中欧
班列。

“现在在各地超市不仅可以买全
国的商品，还可以买国外的物品，非
常方便，这也与铁路货运能力提升有
关系。”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执行会
长马仁洪说。

道路通，百业兴。京广高铁压缩
了旅行时间，串联起沿线景点，餐饮、
住宿、购物等收入不断增长，沿线旅
游产业逐步从“门票经济”向“综合经
济”转型发展。

“我要把经验传授给新人，带动
更多人在平凡岗位上为铁路发展贡
献力量。”孙梦楠说。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从京广高铁10年变化看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

速度更快
动力更强
日子更好

新华社武汉 12 月 26 日电（记
者喻 珮）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
北省文物局）26 日公布，经过考古
队的数月奋战，备受关注的“郧县
人”3 号头骨化石于近日被顺利提
取、离土出舱，目前已进入修复、观
测和研究环节。考古证明，百万年
前的郧县人已会狩猎和餐食食草
动物，“郧县人”3 号头骨化石的进
一步研究有望精准地破解直立人
演化过程的谜团。

今年 5月 18日，“郧县人”3号头
骨在位于湖北十堰的学堂梁子遗址

新一轮发掘中破土露面，并于 9月 28
日由国家文物局作为“考古中国”重
大成果发布。国家文物局、湖北省各
级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等学术机构对
这一重大发现高度重视，迅速组成由
行业顶尖专家构成的多学科考古发
掘研究团队，并制定了《“郧县人”3号
头骨发掘和研究方案》。

在头骨化石提取现场，记者在
1000 多平方米温湿可控、功能完备
的考古方舱内看到，“郧县人”3号头
骨周围布满了动物化石，考古队员
使用电动的风刻笔，宛如牙医一般

一点点地把头骨化石周围的胶结物
剔除。半年多以来，考古队不断地将
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从堆
积物和胶结致密的钙质结核体中剥
离，使百万年尘封土裹的远古人类
遗珍逐渐显露。

“头骨的发掘和相关样品的提取
及数字化建模是本次工作的重中之
重。”主持本次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项
目负责人陆成秋介绍，历时半年，在4
平方米的范围内，考古队进行了20多
次高精度的三维建模，拍摄了20多万
张照片，对发掘的全过程做了高清录

像，提取了 1400多份沉积样品，力争
实现化石与文化遗存发掘的精细化
和高标准。

学堂梁子遗址考古专家组长、中
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高星介绍，从目前保存的状况来
看，“郧县人”3号头骨顶骨、眉弓前额
凸起，鼻骨显露，左侧面部的骨骼基
本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欧亚内陆
100万年前最完整的头骨。3号头骨相
较于 1989年、1990年先后发现的“郧
县人”1号、2号头骨，更加完好、更加
珍贵、更加重要，对于 1号、2号头骨
因为变形、压扁扭曲所造成的信息提
取困难和一些观测数据的不准确，将
是一个巨大的弥补。

高星说，距今百万年前后的古人
类化石材料很少，中国目前已经发现
的元谋人只有两颗牙齿化石，而牙齿
留下的解剖学性状信息特别少。蓝田
人的头盖骨化石挤压变形非常严重，
并且下部的骨骼缺失。郧县人在东亚
直立人的演化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
的时段，承上启下，“郧县人”3号头骨
的发掘和研究将填补一个重要时段
和重要区域的空白。

记者了解到，围绕人类化石和其
他遗存，考古队系统采集了大量用
于年代、环境、埋藏和残留物分析的
沉积样品。考古发现大量石器证明，
百万年前的郧县人已会狩猎，并制
作和使用砍砸器、刮削器。遗址同时
出土象类、马类、牛类等大量食草类
动物化石，推测为人类狩猎餐食的
残留。

接下来，考古队将对“郧县人”3
号头骨的形态、结构、年龄、性别与
埋藏情况做精细研究，对伴生的石
制品和动物化石做系统观测，分析
郧县人的体质特征、演化地位及其
文化与技术特点和适应生存方式，
进一步破译远古人类起源与演化的
谜团。

距今百万年的“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顺利提取

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记者
周 玮 徐 壮）记者从 26 日举行的
2023年“欢乐春节”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2023年“欢乐
春节”即将在全球启动，中国春节庆
典、“新元贺岁 古韵新春”庙会、“欢
乐春节 中国文化和旅游展播月”等

各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欢乐春
节”线上线下活动将陆续登台，向世
界人民传递春节祝福。郎朗担任2023
年“欢乐春节”文化大使。

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
局局长高政介绍，1月6日、7日，将在
美国费城和纽约举办“唐诗回响”音
乐会；1月 14日，2023年“欢乐春节”

启动项目“欢乐春节 和合共生”音乐
会将向全球同步播出，为观众带来一
场视觉、听觉、精神的盛宴。

发布会当天同时发布了 2023年
“欢乐春节”的吉祥物和“红包包”“福
袋袋”套装。2023年“欢乐春节”吉祥
物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以“福袋”作
为基础形象，配合兔年生肖主形象，

文化元素和实用性兼备，将在“欢乐
春节”期间带领我们共同感受中国春
节文化之美、生活之美、和合之美。

据介绍，为了迎接癸卯兔年春
节，今年首次面向全球征集“欢乐春
节”吉祥物设计方案。60余家专业院
校和设计机构的 1000余名设计师热
心参与。

吉祥物发布

2023年“欢乐春节”将启

12月3日，考古队员展示提取离土的头骨化石。 新华社记者伍志尊摄

12月26日，一辆列车停放在渝厦高铁长沙西动车运用所6线检查库。
当日，由中铁五局承建的渝厦高铁长沙西动车运用所正式开通运营。该

动车所位于长沙西站西南，已建成6线检查库、26条存车线，考虑未来需要，预
留4线检查库、14条存车线。该动车运用所的建成，增加了长沙枢纽动车组检
修存放能力，可辐射湖南省内高铁网及城际网。 新华社记者陈思汗摄

渝厦高铁长沙西动车运用所正式开通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