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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至 2024 年，从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时间永向前，改革不停歇。全面深化

改革云帆高张、大潮奔涌，印刻下人

民至上的价值底色。

回首往昔，划时代的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

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吹响了改

革开放新的进军号。从推动个人所得

税改革到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从推

动抗癌药降价到加快药品审批，从改革

学前教育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从开展

垃圾分类到深化“厕所革命”……一个

个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次次成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关注点、发力点，一点点

托举起美好生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动注脚。

审视当下，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将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围

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体部署。“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

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

革”。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

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必能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瞻望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

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

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

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

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

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

更好、生活得更好……实现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除了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 ，别无他途。想人民之所

想，行人民之所嘱，改革走过了千山

万水，还需要继续跋山涉水。

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全面

深化改革是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深刻

变革。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立

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石上，蕴含着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的深层逻

辑。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主题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牢价值

取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

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从就

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

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

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

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

的改革举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

心、顺民意的实事。

“正确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

中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为人民而改革，

也要依靠人民来改革。从“加强对重

大改革问题的调研，尽可能多听一听

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到“尊重基层首

创精神，发现基层创新典型，及时宣

传总结推广”，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

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支持和力量保

障，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正是因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善

于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

完善改革的政策主张，充分激发人民

群众参与改革、推动改革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

时间奔涌，征途如歌。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

期。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

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

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深化改革

一定能不断打开新天地，创造出令人

刮目相看的新的奇迹。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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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

闯关夺隘、纵深推进，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持科学的方

法论是关键一环。在一系列指导改革

的方针和原则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

强调了要处理好“胆子要大和步子要

稳的关系”。

胆 子 要 大 、步 子 要 稳 ，要 求 既

有 大 刀 阔 斧 、一 往 无 前 的 勇 气 ，又

有 步 步 为 营 、稳 扎 稳 打 的 智 慧 ，展

现 出 日 拱 一 卒 的 果 敢 和 恒 心 。 这

是 总 结 我 们 党 40 多 年 改 革 实 践 得

出的宝贵经验 ，更是对破解改革发

展 稳 定 难 题 的 规 律 性 认 识 和 解 题

抓手。

胆 子 要 大 ，就 是 要 有 那 么 一 股

“闯”的劲 头 、“ 冒 ”的 精 神 ，勇 于 探

索 、敢 于 担 当 。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要

敢 想 、多 想 ，在 战 略 上 藐 视“ 拦 路

虎 ”。 我 们 的 改 革 前 无 古 人 ，必 须

解 放 思 想 、打 开 思 路 ，只 要 是 对 国

家 富 强 、民 族 振 兴 、人 民 幸 福 有 利

的 事 情 ，就 要 大 胆地试、大胆地闯；

对于一切妨碍高质量发展 、阻碍中

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思想观念障碍和

体 制 机 制 弊 端 ，都 要 坚 决 地 破 、坚

决地改。

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

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

错误，不该改的坚决不改。再大的胆

子，都需要稳健的步子，必须有勇有

谋、稳中求进地推进改革，在战术上

重视“拦路虎”。深水区的改革更须

讲究策略方法，摸着石头过河，每一

步都要走稳。务必坚持从实际出发，

充分论证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推进改革落实；务必强化底线思维，

做到改革有秩序、稳定有支撑、措施

有实效。

14 日 ，第 二 十 三 届 环 青 海 湖 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落下帷幕。终点亦

是 起 点 ，环 湖 赛 将 凭 借 其 独 特 的 创

造力、深远的影响力、强大的品牌力

续写新的篇章。

环 湖 赛 以 赛 为 引 擎 ，扬 改 革 之

帆。多年来，环湖赛遵循办赛规律和

机制，不断锐意改革。从首届赛事的

2.5 级，到升级为亚洲顶级公路自行

车赛事，再到如今成为国际自盟职业

系列赛，这项大型公路自行车赛事稳

步前行。环湖赛构建起以职业赛事

为主体、以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播为两

翼的“一体两翼”发展格局，形成以竞

技赛事、业余赛事、群众骑游为架构

的品牌赛事活动体系。

环 湖 赛 以 赛 为 平 台 ，蓄 发 展 之

势。本届赛事主动服务和融入青海

省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

地 ”的 发 展 大 局 ，坚 持 以“ 绿 色 、人

文、和谐、体验”为主题，充分激发品

牌赛事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农体文

旅商”深度融合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让大美青海成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靓丽的“绿色生态名片”。环湖赛将

“流量”转换为经济发展的“增量”，

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环 湖 赛 以 赛 为 桥 梁 ，赴 大 美 之

约。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

源地。7 月，青海迎来最美的季节，

赛 事 线 路 勾 勒 全 域 美 景 ，全 景 展 示

了 高 原 大 地 草 原 、湖 泊 、河 流 、森

林 、雪山 、花海 、峡谷绘就的大美画

卷 。 环 湖 赛 道 自 然 风 光 之 秀 丽 迷

人、民族风情之多元多彩、观赛氛围

之 热 烈 浓 厚 ，给 全 球 观 众 留 下 了 难

忘印象。大美青海随着环湖赛的车

轮，美名远扬。

现 在 ，环 湖 赛 已 成 长 为 活 力 四

射 、勇敢担当 、敢于挑战的“有志青

年”，正以自信、开放的姿态欢迎五湖

四海的朋友。站在新起点，环湖赛目

光再次锁定世界，将以高原的力量、

体育的激情，在百年环湖赛事道路上

奋勇前行。

新起点，朝着“百年环湖之梦”再出发
新华社记者 李琳海

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暑 期 来 临 ，清 华 、

北 大 两 所 历 史 积 淀 深

厚、校园风光旖旎的高

等学府又将迎来数量庞

大的参观人群。《北京青

年报》记者了解到，北京

大学目前已经开放了暑

期校园预约参观，清华

大学于前日发布了 2024

年暑期校园参观管理通

告。两所大学都继续要

求网上实名预约，并按

指定路线参观、从指定

校门出入。

未 名 湖 畔 波 光 粼

粼、博雅塔古朴典雅；近

春园的荷塘月色、工字

厅的水木清华……对于

不少参观者来说，走进

北大、清华这两所中国

最高学府，感受这里的

人文历史底蕴，是他们

在 北 京 游 览 的 重 要 一

站。如今，参观高校早

已不是新鲜事。在公众

心中，知名高等学府学

风好、环境优，参观校园具有一定的教

育意义。因此，不少家长利用寒暑假

等闲暇时间，带着孩子慕名参观，希望

借其环境氛围在孩子心中埋下勤奋向

学的种子。

最近几年，实名预约俨然成了不

少大学进校参观的“标配”。在此基础

上，还有一些学校在进出操作上玩出

新花样：有的学校需要提前 7 天在网上

预约；有的学校需要有在校生的“邀请

码”才能放行；有的学校需要办理校友

卡才能进出；还有的学校干脆“紧闭大

门”，将校外人员一律拒之门外。事实

上 ，以 前 的 大 学 并 没 有 这 么 多“ 规

矩”。笔者还记得当年上学时，今天吃

A 校的食堂、明天去 B 校蹭课、后天在

C 校听讲座都是“常规操作”。

为何过去司空见惯的事情，却成

为 现 在 很 多 学 生 眼 中 的“ 天 方 夜

谭”？细究其因，部分学校仍存在“懒

政”思维。在某些特殊时期，学校收

紧进出校园的管理在情理之中。但

在大多数公共场所都已经恢复自由

进出状态的背景下，仍然关门谢客，

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与此同时，就算

一些学校出于管理安全用预约制“限

客”，但参观流程上的“加码”，不仅增

加了“能不能约上全看运气”的无奈，

也在无形中拉大了校园与社会之间

的距离。

必 须 认 识 到 ，开 放 是 大 学 最 为

基本的姿态与精神。倡导并实践校

园 的 全 面 开 放 ，不 仅 有 助 于 满 足 公

众 对 教 育 资 源 共 享 的 期 盼 ，更 是 大

学 自 身 不 断 追 求 卓 越 、勇 于 担 当 社

会 责 任 的 鲜 明 写 照 。 对 此 ，高 校 还

应 展 开 积 极 探 索 ，主 动 迈 出 开 放 的

一 步 。 一 方 面 ，以 管 理 智 慧 在 校 园

秩序与日益增长的观览需求中找到

平衡。比如，根据校历设置开放日，

避 免 游 客 参 观 影 响 日 常 教 学 ；划 出

开放区、设置游览路线。另一方面，

还 要 重 视 学 生 的 声 音 ，让 学 生 参 与

到 校 园 开 放 的 规 划 管 理 中 。 比 如 ，

组 织 安 排 学 生 志 愿 者 ，为 参 观 者 提

供讲解服务；再如，听取学生的意见

和建议，及时调整开放管理措施，为

开放校园提质。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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