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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这次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剖析“坚持守正创新”的深刻内涵：

“守正和创新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守正才

能保证创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只有持续

创新才能更好地守正。”

学员们认为，守正，就是坚持改革有方向、

有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等根本的东西不能有丝毫动摇；创

新，就是要以一往无前的胆魄和勇气，顺应时

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

期待，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始终朝着总目标指引的方向前进，该改

的坚决改，不该改的不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论断旗帜鲜明、掷地有声。

沿着历史前进的逻辑前进，顺应时代发展

的潮流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突出经济

体制改革这个重点，全面协调推进各方面改

革，始终走正道、善于闯新路。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讲求科学方

法，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用“四对关系”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作出科学的指导。

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以改革之力

完善法治，进一步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更好

发挥法治在排除改革阻力、巩固改革成果中的

积极作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

改革”。

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各项改革举

措都要充分论证、精心设计，深入开展风险评

估，把握好时度效”，“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

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立统一中实

现改革蹄疾步稳”。

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改革越深

入，对开放的水平要求就越高；开放水平越高，

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就越大”。

处理好部署和落实的关系——“防止重文

件制定、轻督促落实等现象，防止‘沙滩流水不

到头’”，“建立健全责任明晰、链条完整、环环

相扣的工作机制，强化跟踪问效，推动改革举

措落实落细落到位”。

改革，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耐心，有历史的耐心。”

一位来自西部地区的学员表示，改革必须

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归根

到底，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改革的力度与

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推

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创造更多改革红利。

研讨班期间，学员们分成16个组深入开

展讨论。教室内，大家谈体会、讲认识、谋良

策，热烈、坦诚、务实，思想的火花在不断碰

撞升华。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体现认识论，包含方法论，既部署“过河”

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具有

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指导性，必

将指引全党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引向深入。

汇聚改革合力——“广泛凝聚共
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对顺利
推进改革十分重要”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少数”必须担

起关键责任、发挥关键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

领导干部“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切

实做到“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

不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

发展新天地”。

以身作则，示范带动；知重负重，唯实唯勤。

校园里，学员楼前的焦裕禄与谷文昌半身

塑像遥相呼应，诠释着优秀共产党员的勇毅担

当与无私奉献。

“领导干部要真正成为改革路上的领头雁、

主心骨，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干好业务，精耕细

作、稳扎稳打，努力做好基础性改革、前瞻性改

革、协调性改革，在新的起点上带领大家向更深

水区迈进。”一位来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学员说。

“广泛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对顺利推进改革十分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就营造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良好氛围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切实做好改

革舆论引导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唱响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

总书记要求，加强对全会《决定》提出的一

些重大理论观点的研究和阐释，特别是加强面

向基层和群众的宣传、解读，及时解疑释惑，回

应社会关切，广泛凝聚共识，筑牢全党全社会

共抓改革的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引导干部、

群众增强大局意识，正确对待改革中的利益关

系调整和个人利害得失。

一位来自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学员深有

感触地说，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闻舆论

工作必须深入基层，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用

群众身边的小故事讲好改革的大道理，充分展

现改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关键时刻、重要

节点上，要敢于发声、善于发声，为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提供强有力舆论支持。

凝聚共识，激发力量；同向而行，同频共振。

人民，始终是我们党改革事业的逻辑起点

和价值旨归。

“改革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要全体人

民共同参与，团结一致攻坚克难。”习近平总书

记深情地说，“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检验改革，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不断增强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1月1日下午，研讨班结业。来自不同领

域的10位学员代表，分享了各自的学习体会。

“继续深化改革攻坚，努力高质量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进一步调动基层

抓改革、促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

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永葆‘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一茬接着一茬

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不忘来时路，走好前行路。

历经思想洗礼、怀揣改革蓝图，从丰收的金秋

再出发，广袤的神州大地正在展开新的改革华章。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林 晖 丁小溪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 江淮行江淮行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中国和

新加坡两国、江苏和安徽两省、苏州和滁州两

市合作共建的园区，也是苏州工业园区走出

江苏省实行市场化合作共建的第一个开发园

区。园区自2012年4月成立以来，充分借鉴

苏州工业园区的先进发展理念，从规划入手，

实现了从“荒坡滩涂”到“施工图”再到“实景

图”的转变。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以其在科技创新和区域合作中的卓越表现，

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作为长三角省

际合作的样板园区，中新苏滁高新区不仅是

苏州工业园区成功经验的复制，更是区域合

作与科技创新的典范。

科技创新活跃

今年以来，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科技创新日益活跃，加快智慧园区建设，以

“智慧大脑”集成创新应用为基础，深入推进创

新、创造、创业融合，打造全省数字化建设新标

杆。“创新+产业”引“智造”。探索“专家教授+

创新平台（团队）+新质企业”。与中科院苏州

纳米所、清华大学分别共建苏滁启迪场景式创

新中心和中科集萃科创谷；“麦腾科创智慧天

地”创新平台已孵化近20家科技型企业；筑医

台美好医院共生基地项目投入运营，康先达医

疗、瑞艾医疗、戴纳实验科技等21家项目开园

即入驻；全省首个民办非营利性明晟人工智能

产业研究院将挂牌成立，聚力打造国家级孵化

平台。“创新+企业”促“智变”。积极强化科技

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

集。累计获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8家、省数

字化车间10家、省绿色工厂4家、首台套重大

技术装备企业13家、高企102家、创新型中小

企业61家、市企业技术中心21家。企业研发

费用累计6.53亿元，同比增长42%，“双清零”

工作完成100%；技术合同登记66项，合同总

金额26亿元；新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192家，

博石等4家企业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产城融合发展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按照“先规

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先产业后城市”的理

念，推进高标准、高品质建设。累计完成设施

配套固定资产投资500多亿元，形成了以产业

为支撑、以城市为依托的发展格局。

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苏州工

业园区走出江苏省实行市场化合作共建的第

一个开发园区，实现了苏州工业园区运营模

式的成功转移。这种模式不仅带动了落后地

区思想观念的转变，也推动了园区建设理念

的提升。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园区建设模式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借鉴苏州

工业园区经验，由中新集团投资3000多万元，

委托新加坡邦城规划院等单位编制了概念性

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30项规划。这些

规划对产业、商住、配套用地进行整体规划布

局，明确产业、城市的发展节奏和实施路径。

创新驱动发展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强创新

驱动发展，修订支持企业创新发展政策，围绕

企业自主创新、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大资金

扶持力度。大力实施新时代“满天星人才计

划”，打造人才首选地。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团

队12家、实现历史突破；国家级领军人才1

名、高层次人才31名（海外全职引才2名）；1

人入选安徽省江淮英才培养计划领军项目。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其在科

技创新和区域合作中的显著成就，成为了长

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园区的

成功经验，不仅为其他园区提供了宝贵的借

鉴，也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科技创

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随着园区的不断

发展，中新苏滁高新区将继续在科技创新的

道路上砥砺前行，为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更多的

力量。 （全媒体记着 朱晓平）

筑医台CHD美好医院产业共生基地全自动发药机。

星恒电源(滁州)有限公司锂电池制造车间。

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