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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4月25日發表題為《推動西部大開發是一項世紀
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考察並主持召開新時代

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紀實》的文章。下為全文：
4月22日至24日，重慶。一場調研、一次座談會，共同

聚焦於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由點及面去運籌，由面到
點去落子。

習近平總書記這次調研，看重慶的物流園區，着眼開
放；觀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成果展示，謀劃創新；到社
區、 「城市大腦」 ，思考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新路子。
開放、創新、城市治理等領域，也都因西部大開發這項國
家戰略發生了巨變。

這是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總書記首次主持召開西部
大開發主題的座談會，也是黨的二十大後第八次召開區域
協調發展的專題會議。大漠戈壁、雪域高原、巍巍群山、
滾滾江河……長久以來，對佔我國國土面積七成多的西部
地區，總書記傾注了許多心血，飽含着深厚的感情與希
望：

「推動西部大開發是一項世紀工程。我們要保持戰略
定力，繼續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穩紮穩打，在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中奮力譜寫西部大開發新篇章！」

習近平：推動西部大開發是一項世紀工程
在重慶主持召開座談會 強調保持戰略定力穩紮穩打

以開放促開發，是地域廣袤、發展水平迥異的西部
地區共同的夙願。當40多年前，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
東部和南方沿海，西部也在翹首期盼更多機遇。

格局決定思路。2013年的秋天，共建 「一帶一路」
倡議提出，西部地區也由此澎湃出新的發展勢能。

重慶是西部大開放的一個縮影。
22日下午，考察第一站，習近平總書記走進重慶國

際物流樞紐園區。
園區內，西部陸海新通道重慶無水港運營調度中

心。大屏幕上的地圖，以重慶為坐標點，繪就了聯通世
界的 「大動脈」 ：向西，中歐班列直抵歐洲；向北，
「渝滿俄」 鐵路縱貫南北；向東，長江黃金水道聯通中
部地區和長三角；向南，西部陸海新通道跨山越海。

西部陸海新通道，這是習近平總書記近期考察中，
多次關注的一條貿易線。 「這條通道有哪些成本優勢？
效益如何？」 「沿途還有什麼障礙？」 現場，總書記問
得細緻。

「從重慶到廣西欽州，再過馬六甲海峽，比沿長江
黃金水道，經東部沿海再南下節約了十多天甚至二十
天。」

還有一組數據令人感嘆。重慶相關負責同志介紹：
「西部陸海新通道覆蓋121個國家和地區503個港口，
2023年 『新三樣』 出口88.2億元、同比增長近一倍。」

多少年來，滔滔江水帶着西南各地的山貨土產順流
而下，東南的布匹棉紗，伴着鏗鏘的川江號子溯流而
上。而今，鐵路、公路、航線輻射八方，也將重慶的發
展放在中國、放在歐亞大陸、放在世界的視野下去考
量。

「物流是實體經濟的 『筋絡』 。」 習近平總書記有
感而發， 「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對於推動形成 『陸海
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 的對外開放格局具有重要意
義。要把這一標誌性項目建設好、運營好，帶動西部和
內陸地區高水平對外開放，形成交叉聯網的樞紐。」

園區內，重慶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晝夜吞吐不息。過
去這裏是個不起眼的小站，如今因中歐班列和西部陸海
新通道聯通世界。鐵軌、火車、集裝箱，國內市場和國
際市場、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

十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德國杜伊斯堡，見證了最

先開行的中歐班列 「渝新歐」 的強勁運力。火車正是從
重慶這座車站出發，向西、再向西，越山嶺、穿戈壁、
過邊境，古老的絲綢之路重煥生機。

這些年，西部陸海新通道的 「朋友圈」 不斷擴容。
西部地區與周邊13個國家接壤，邊境線長達1.8萬多公
里。南向、北聯、東融、西合，又何止重慶一地？座談
會上，每一個省份都列出了開放的成績單：陝西，去年
對中亞國家進出口總額增長178%；新疆，去年外貿進
出口總額增長45.9%；廣西北部灣 「一灣相挽十一
國」 ，平陸運河的建設如火如荼，建成後將成為西南地
區最便捷的水運出海通道。

貨車司機、列車司機、裝卸工人，還有場站管理人
員，向總書記爭相講述：

「出口的主要貨物由傳統產品向 『新三樣』 轉
變」 ； 「重慶製造的新能源汽車、筆記本電腦，在海外
銷路好得很」 ； 「回程空箱率低了，國外的產品，從這
裏走向全國」 ；…………

西部陸海新通道的建設，要義是暢通，關鍵是協
同，而核心正是創新。

開放，對於西部來說，不僅是擰成一股繩走出去，
也是發展實力的一把量尺，要到國際市場上去經風雨。

擁有我國41個工業大類中的39個、全部31個製造業
大類，重慶是當之無愧的製造重鎮。從新中國成立初期
的三線建設，到改革開放後的工業振興，再到新時代高
質量發展的提質增效，共同鑄就了開放的底氣。

習近平總書記走進重慶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成果展
示廳。

中德合資研發的氫動力發動機、技術領先的納米時
柵、我國最大型號船舶渦輪增壓器、我國首台 「大排量
小型化活塞式發動機」 ，還有首創三位一體技術的血液
透析機……琳琅滿目的創新創造，都在傳遞着新質生產
力之於開放的意義。

聽聞研製的海上風電機組整機國產化率99%，
習近平總書記很是感慨： 「當年我在福建工作的時候，
中國還沒有海上風電。曾幾何時啊！」

「重慶的製造業有自身的結構特點、有相應的優
勢。家財萬貫不如一技在身。盯準了就持續幹，堅定不
移、久久為功。」

車在街巷穿行，車窗外的高樓鱗次櫛比。
重慶，中國最年輕的直轄市，集大城市、大農

村、大山區、大庫區於一體。8.24萬平方公里、
38個區縣、3000多萬人口，區域協調發展、城鄉
融合發展任務十分繁重，面前擺着探索西部地區現
代化建設之路的一道考題。

九龍坡區謝家灣街道民主村社區，曾是遠近聞
名的 「老破小」 ，房子差、管網舊、污水多、配套
缺。22日傍晚，總書記走進小區。

青石板、紅磚房、黃桷樹，敞亮的社區會客
廳、功能齊全的黨群服務中心，還有飯菜飄香的社
區食堂。

飯碗裏，盛着民心。見到總書記走進來，老
人、孩子們都興奮地站起身來，掌聲、笑聲、問候
聲此起彼伏。總書記微笑着和大家嘮起家常。

「多少錢一份飯菜？」
「60歲以下的18塊，60歲以上的15塊。我們

社區60歲以上的老人有2600多人，佔比32%。」
「運營方是哪裏的？實現盈利了嗎？」
「第三方運營，社區監管，實現了微利。」

習近平總書記叮囑： 「一定要可持續。」
食堂門前，過去是個排水渠，後來變成了臭水

溝。經過治理，成為居民們休閒的小廣場。這一切
的變化，都源於社區2022年初啟動的更新改造項
目並納入全國有關試點。

居民們紛紛來到了小廣場，掌聲響徹樓宇間。
「中國式現代化，民生為大。黨和政府的一

切工作，都是為了老百姓過上更加幸福的生
活。」 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 「黨中央很關
心的一件事，就是把老舊小區改造好。改舊換新，
完善服務設施。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能為解決民
生問題投入更多的財力物力，每年辦一些民生實
事，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基層減負，事關民生福祉，鏡鑒黨的作風。在
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總書記看到了一份報表。

「 『渝快政』 APP上有一個全市的一表通智能
報表應用，以前我們要填很多報表，有些信息差不
多，總是在重複填寫。之前我們一年要報上百張

表，現在只需要報12張表。」
5年前，同是4月，也在重慶。總書記當時也

談到了整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讓基層幹部從
繁文縟節、文山會海、迎來送往中解脫出來。」 那
一年，是黨中央確定的 「基層減負年」 。

減負賦能，治理提效，5年攻堅見韌性、顯實
效。這一次，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為基層減
負要明確權責，不能什麼事都壓給基層，基層該承
擔哪些工作，要把職責事項搞清楚。」

減負，減掉的是形式主義的桎梏，增添的是實
幹擔當的精氣神。在考察第三天召開的市委和市政
府匯報會上，總書記又談到了為基層減負：

「前天去九龍坡，我問社區黨委書記，現在負
擔重不重。她說，過去填很多報表，通過報表開展
工作。那不行。不能形式大於內容，表面大於實
效。形式主義少一些、真抓實幹多一些，矛盾也會
少一些，實績也會多一些。這個事情要堅持不懈地
抓下去。」

23日上午，重慶市數字化城市運行和治理中
心。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了重慶的 「城市大腦」 。

過去散落各處的數據，聚合、賦能。水、電、
氣、訊、橋、隧、軌道、管網等城市體徵指標一目
了然，重慶在探索實現超大城市治理體系整體重
構。

相關同志講述了去年一次山體滑坡預警的案
例，並視頻連線了剛處置完一場火災的北碚支隊的
消防員。

習近平總書記思考良多：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這個問題我
是非常關注的。」 「城市治理涉及方方面面，首要
的是以 『時時放心不下』 的責任感，做好預案、精
準管控、快速反應，有效處置各類事態，確保城市
安全有序運行。」

對 「城市大腦」 觀感深刻，總書記在之後的考
察中又數次提起城市治理課題： 「信息化時代，要
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步伐，構建城市運行和治理智能
中樞，建立健全 『大綜合一體化』 城市綜合治理體
制機制，讓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準。」

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從來都是一個重大問題。迢迢民
族復興路的關鍵一程，它在治國理政的大架構中被置於
前所未有的醒目位置。

探究原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 「區域一體化
乃大勢所趨」 。循勢而行，順勢而為，隨着調研的深
入、布局的精準，一幅戰略圖躍然紙上。

黨的二十大後，圍繞區域協調發展主題，總書記接
連主持召開座談會。從京津冀到長三角，從東北振興到
中部崛起，從長江經濟帶發展到西部大開發，區域協調
發展戰略在960多萬平方公里大地上相連成勢。

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 「先來捋一捋我們走過的
歷程」 。

1999年， 「西部大開發」 第一次出現在黨中央的
文件中。之後，這一戰略融會時代特徵，持續而深刻地
塑造着壯闊的西部地區。

20年後的2019年，黨中央、國務院再度推出《關
於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萬
字重磅長文，定義了 「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
的新格局。

座談會上，說到這裏，總書記總結道： 「西部大開
發作為國家戰略，是一以貫之的。沒有任何動搖，更沒
有削弱，而是不斷加強和完善。我們現在還在繼續推動

這項工作。久久為功，自強不息，止於至善。」
而這一次，座談會進一步鎖定新格局，也將 「一張

藍圖繪到底」 再一次夯實： 「要一以貫之抓好黨中央推
動西部大開發政策舉措的貫徹落實，進一步形成大保
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提升區域整體實力和
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奮力譜寫西部
大開發新篇章。」

「在全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中舉足輕重」 ，這是西
部的戰略地位。關注、關懷西部，是使命使然，也是情
懷所在。

「我們黨從這裏走來。」 在西部的紅色沃土上，他
一次次前往革命紀念地瞻仰，感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力量源泉。總書記一直牽掛着西部，那裏 「革命老
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多」 。黨的十八大
後， 「30多次到西部調研，而且每次都有針對性地提出
一些要求」 。

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習近平總書記盤點這些年
沉甸甸的成績，也深刻分析亟待解決的短板和困難：
「看看咱們的家底，梳理梳理咱們的長短板。」

入山問樵、遇水問漁。新格局如何謀篇布局？座談
會上，總書記鮮明提出六個 「堅持」 。

錨定新質生產力， 「堅持把發展特色優勢產業作為

主攻方向」 ；
突出大保護， 「堅持以高水平保護支撐高質量發

展」 ；
聚焦大開放， 「堅持以大開放促進大開發」 ；
提升安全保障能力， 「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 ；
落腳於民生， 「堅持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

興有機結合」 ；
放眼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 「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

同體意識」 。
黨的十八大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在實踐中不斷形成、豐富和拓新。這六個 「堅持」 所
蘊含的思想理念，融會於習近平經濟思想、習近平生態
文明思想、總體國家安全觀等蔚為大觀的思想體系之
中，在西部地區因地制宜、因時就勢，煥發出盎然生
機。

恆者行遠，蘊含其中的方法論一以貫之。
有 「一張圖」 視野下的辯證思維。
談到 「要加快傳統產業技術改造」 ，習近平總書記

深刻指出： 「傳統產業不能說是落後產業，傳統產業裏
面也有新質生產力，也有高科技。」

說到煤炭等能源行業的發展，總書記拿 「窩窩頭」
和 「精麵細麵」 打比喻： 「先吃飽肚子再吃好。我們要

實事求是，既不能放慢綠色低碳發展步伐，也不能太理
想化，首先要保證能源供應。」

有 「一體化」 進程中的創新思維。
總書記十分關心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佔全國

1.9%的這方沃土，產出了佔比超6%的地區生產總值。
如何唱好新時代西部 「雙城記」 ？習近平總書記寄望川
渝兩地 「緊密合作，不斷提升發展能級」 。

路越走，越清晰；越往前，越是信心充盈、步履堅
定。

黨的領導是決勝的關鍵。
「抓好黨紀學習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敲響警鐘，

「溫水煮青蛙，前車之鑒不可忘卻，每個人還是要好好
複習一下。腦子裏要有個 『緊箍咒』 。反腐敗永遠在路
上，沒有敬畏感就會迷了道。」

自我革命的堅韌，映射出如磐的初心。聚陽才能生
焰，握指才能成拳。西部大開發的磅礴偉業是黨領導人
民來創造的。

「打造忠誠乾淨擔當的高素質專業化幹部隊伍。」
總書記叮囑， 「關心關愛基層幹部特別是條件艱苦地區
幹部，激勵幹部銳意進取、大膽開拓、擔當作為」 ，
「加強年輕幹部在西部地區的培養鍛煉」 。

西部，一片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

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奮力譜寫西部大開發新篇章一幅戰略圖

在西部地區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道治理題

進一步形成大保護、大開放、高質量發展新格局
一條開放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