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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二拍

■ 本报记者 静 安

35 年前，发端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改革开放，如春风吹拂大地，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

界。35 年后，历史的抉择再一次摆在了执政的中国

共产党人面前：中国将去向何处？历经 35 年改革，中

国走上了富裕之路，但也进入了社会矛盾高发期。

如何通过下一步改革实现稳固发展、公平正义、真正

富强，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解决的问题。

承担着改革攻坚重要使命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

将于 2013 年 11 月 9 日至 12 日召开，改革的大幕再次

开启。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提出综合改革方案，就全面

深化改革进行总体部署。”

“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中国越发展，就越

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

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三中全会之前不断表露改革

开放的决心，向世界发出了未来 10 年将继续坚持改

革开放道路的信号。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经济在过去 30 多年里

高速增长，数亿民众摆脱了贫困。只是摆脱贫穷后，

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在经济上，增长过度依赖投资，

但内需消费甚为落后；政府在掌握和配置资源上的

作用过大，抑制了创新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

的高速发展，也让环境承受了巨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

执政党，不仅要正视 13 亿多人口、城乡二元结构、贫

富差距拉大、利益诉求多元等内部问题，还要带领这

个国度参与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试验”和制度竞争，

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增添新的路径探索。

近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就“进一步理

顺政企关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对北京、

天津、唐山、哈尔滨、无锡、温州、武汉、成都、深圳等

城市的 1539 家不同行业、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的

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调研发现，企业

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抱有很大的期待，在所

列举的全部 9 项改革任务中，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依

次为：完善市场体系、理顺政企关系和转变政府职

能、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支持非

公经济发展、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企业创

新的体制和政策环境、完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体

系、深化对外开放。

深水区、攻坚期、硬骨头，一连串的改革难题无

法回避。

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看来，“改革

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改革是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这一点尤为明显。”

“新一轮改革要抓住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使新体

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并有效运转，进而把发展潜力持

续不断地发掘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

世锦说。

时不我待，使命艰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

夕举行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已释放出强烈的全面

深化改革的信号——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

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

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

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

回顾过往，审视未来，“中国道路”领航者清醒自

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步，也是

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又是一

个收获的季节。党领导亿万人民将再次出发，全面

深化改革，把光荣与梦想镌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新的征程上。

定位改革新坐标 谋划经济新动力

■ 相关报道详见3、5版

我们笔下记录的，就是当下的中国
——写在 2013 年记者节到来之际

■ 靳晓楠

自 1899 年《清议报》上出现“ 记者”一

词至今，记者这个职业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100 多年。从报道时事到挖掘事件背后的

真相，从启迪民智到呼唤社会良知，记者，

这一漂洋过海而来的“洋”职业，在近现代

中国 100 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早已深

深地扎下了根，更是在中国人的公共生活

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回 顾 中 国 的 革 命 史 ，老 一 辈 新 闻 工

作 者 不 顾 个 人 安 危 ，以 自 己 的 笔 为 武

器 ，揭 露 社 会 黑 暗 ，捍 卫 言 论 自 由 ，宣 传

共 产 主 义 思 想 ，痛 斥 国 民 党 的 反 动 统

治 ，为 新 中 国 的 建 立 做 出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贡 献 。 而 记 者 节 所 纪 念 的 ，正 是 1937 年

11 月 8 日 ，中 国 记 协 的 前 身 —— 以 范 长

江 为 首 的 左 翼 新 闻 工 作 者 中 国 青 年 记 者

协会的成立。

新 中 国 成 立 之 后，无 数 怀 揣 理 想、甘

于奉献的新闻记者，几十年如一日地深入

田间地头、生产一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用一篇篇掷地有声的文章记录着新

中 国 成 长 的 方 方 面 面 。 在 人 民 群 众 的 心

中，记者，是一个高尚的职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

往；财经大势，知微知彰，商农工贾，跃然纸

上。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大爆炸的今天，财

经记者，这一记者群体中个性鲜明的组成部

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愈发重

要。他们目光敏锐，见微知著；他们旗帜鲜

明，是改革的捍卫者。然而，个别财经记者

却因为抵御不了利益的诱惑，背离了自己的

职业操守，损害了记者形象，造成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

在 中 国 贸 易 报 社 近 日 开 展 的 新 闻 采

编人员岗位培训中，报社采编团队全体人

员认真学习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 新闻伦理”、“ 新闻法

规”、“ 新闻采编规范”和“ 防止虚假新闻”

等 6 个 专 题 和 我 国 主 要 新 闻 法 规 规 章 以

及新闻单位管理规范，并结合近期发生的

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严肃探讨，努力在思

想 上 与 制 度 上 建 立 起 一 道 道 新 闻 职 业 操

守的“防火墙”，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恪守

新闻人的职业准则。

真实是新闻的力量，真实是记者的责

任。新闻媒体乃社会公器，这只公正的荷

鲁 斯 之 眼 ，决 不 可 被 利 益 所 蒙 蔽 。 要 知

道 ，我 们 笔 下 记 录 的 ，就 是 当 下 的 中 国 ！

置 身 其 中 的 新 闻 记 者，其 责 也 重，其 职 也

荣，当以敬畏之心守职尽责。

预祝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国企改革

政企分开是上世纪 80 年代国

企改革的重点，但直到今天，政府偏

爱、资源垄断、红利稀薄、高管腐败

等问题依然让国企处于风口浪尖，

饱受公众质疑与诟病。在产能过剩

和产业结构亟待调整的宏观背景

下，国有企业能否肩负道义、担当重

任，民众对此充满期待。

民营经济

国企和民企是国民经济发

展的两翼，唯有双轮驱动，才能

激 发 改 革 活 力 。 然 而，事 实 却

是，相对于多数国企顺风顺水，

许 多 民 企 却 仍 被 玻 璃 门、弹 簧

门限制。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

的商界人士对深化改革的要求

尤为迫切。

金融改革

新一轮金融改革的突破口

和方向将是提高金融配置资源

效率以及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如果不能遏制虚拟经济对

实 体 经 济 的“ 挤 出 效 应”，以 制

造业为代表的中国实体经济就

会缺乏创新动力，只能在“价格

战”中作茧自缚。

涉外经济

从建立深圳特区，到建立上

海 浦 东 开 发 区，再 到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中 国 每 一 个 阶 段 的

改革对今后几年的对外开放都

起到了推动和带动作用。中国

对外经贸的发展在迈上了新台

阶 的 同 时，或 将 继 续 分 享 新 一

轮的改革红利。

法律服务

除了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参

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之外，还要调动各方

面力量来配合企业做好贸易摩擦的应对

工作，其中特别是要发挥中国律师的法律

顾问作用。

放开民资进入银行业、加强监管，才

是正确的选择。期待立法层面尽快完善

相关法律制度。

新新改改革革 新新梦梦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