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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人类文明前行源源不绝的动力

所在，但美好生活的实现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要让获得感成色更足、安全感更有保障、幸福感更可持续，必须深

刻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

活，脚踏实地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核心观点

把奋斗写在实现“美好生活”的路上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之十四

秦德君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谈到 “美好生

活”。 从开篇的“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到最后一句为

“实 现 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继 续 奋

斗！”“美好生活”成为整个报告中非常亮

眼的一个高频词， 可以说是贯穿报告始

终的一根红线，贯穿起各个方面，对各项

工作指导意义重大。 学习贯彻落实好十

九大精神，重要的一点是要“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

针和基本目标。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奋斗目标” 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 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的生动体现。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也是美好生活创造者和享有者。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是党和政

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切好

的方针政策、 一切合乎人民利益的公共

决策， 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能够有效地提

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上。
十九大作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

一重要判断， 揭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性质的变化。基于此，十九大强调要

“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 政治、 文化、社
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注重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发展中

补齐民生短板”、“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

的根本目的”；强调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 加大公共供给， 提升城乡居民收入

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质量不断

提升， 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贫

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

四以下。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

速，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 人们有了很多

获得感、 幸福感。 与此同时， 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呈现爆发式增长，
如期待有更廉价宽敞的居所、 更良好的

自然环境、 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更

为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等。 只有加

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加大公共供给，
才能实现 “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 劳有

所得 、 病有所医 、 老有所养 、 住 有 所

居、 弱有所扶” 的目标， 才能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 的新需求，
也才能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基
础和关键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也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是注重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发展。 它要求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要求把生态、环
保、低碳、循环和国家民族长远发展、人民

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 它要求建立相应的

新发展模式，即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发展更

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开放型经济体系

的创新建构，促进新一轮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使老百姓不仅在

物质层面有了新要求，对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等也有了更高的期待，这些都要

通过深化改革特别是 “放管服” 改革来满

足。 改革开放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最

大的历史性进步，也是今天社会变迁、人
民群体生活提升、 社会繁荣的根本缘由

所在。 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 如何提升

“简政”和“放权”的含金量，成为新的突

出命题。 只有按照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切实推进 “放管

服”改革，才能增加人民福祉，增加国际

综合竞争力。 要将以往集中于行政、经

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扩展到更大范围，
切实消除机制体制中存在的痼疾， 通过

政策举措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竞争，
形成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释放民

间社会的活力，激发更多创造力。
一定意义上，一切改革、发展、政策、

举措、创新成功与否，都可以用能否真正

为人们带来“美好生活”作衡量。 由此包

括公共管理、 社会治理在内的一切公共

决策过程，都要从实际出发，确保最大限

度地体现和遵从民意， 切实提高行政效

率，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增进民众的实际福祉。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人类文

明前行源源不绝的动力所在， 但美好生

活的实现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

能实现的。 要让获得感成色更足、 安全

感更有保障、 幸福感更可持续， 必须深

刻把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从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 带领人民不

断创造美好生活， 脚踏实地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作者为东华大学教授）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中外记者见面会讲话启示⑧

人民日报评论员

“虽然她是一个国，却更像一个家，
当你来到中国，就一定会喜 欢 她……”
两位外国歌手骑着共享单车穿街过巷，
手举自拍杆分享行走中国的快乐与精

彩。 这首走红网络的英文歌曲， 折射

出走向世界的中国， 在国际上的影响

力、 感召力。
“同各国人民一道， 积极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断为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的庄严承诺， 道出了中国人民的价

值信念， 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

当， 赢得国际社会一致认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也为人类进

步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

们坚定发展自己， 以超过 30%的贡献

率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从

“一带一路” 建设让昔日 “流淌着牛奶

与蜂蜜的地方” 再次成为沿线人民的

福祉， 到国际舞台上全球治理的中国

智慧与主张激发广泛共鸣， 中国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 以始

终作世界和平建设者、 全球发展贡献

者、 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责任担当， 书

写着崇尚和平、 造福人类的坚定信念。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 也希

望各国人民过得好”， 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 、 普 遍 安 全 、 共 同 繁 荣 、 开 放 包

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 让和平的薪火

代代相传 ， 让发展的动力源源 不 断 ，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这是中国人

民的朴素愿望， 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

追求。
中国的奋斗 ， 成 为 世 界 的 奋 斗 ；

中国的贡献， 赢得世界的尊重。 十九

大期间 ， 165 个国家 452 个主要政党

发来 855 份贺电贺信， 前来采访的外

国记者创下历史新高。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一书， 在短短数年内， 以 22

个语种、 25 个版本、 600 多万册的发

行量， 覆盖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 球 新 未 来 最 好 的 希 望 来 自 中 国 ”
“世界 2030 年时的面貌取决于中国”，
国际社会的期许诠释中国分量。 世界

瞩目的背后， 是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

来了机遇， 是中国的进步为未来带来

了希望， 是中国的成功路径为解决人

类问题提供了方案。
“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回望

社会主义 500 年， 马克思目光如炬关

注人类的未来， 把人类的幸福作为毕

生奋斗的崇高理想。 诞生于民族危难

之际的中国共产党， 始终把马克思主

义奉为坚定信仰， 始终把为人类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从

苦难中走过来， 秉承 “世界大同， 天

下一家” 的历史底蕴， 抱守 “协和万

邦” “和实生物” 的文化精神， 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 珍 贵 、

发展的价值，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和各

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历史已经

并将继续证明， 中国是一只 “和平的、
可亲的、 文明的” 醒狮， 越是发展壮

大， 就越会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的坚定力量。
1956 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应

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85 年，邓
小平同志讲道： “到下世纪中叶……社

会主义中国的分 量 和 作 用 就 不 同 了 ，
我 们 就 可 以 对 人 类 有 较 大 的 贡 献 。 ”
201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宣示： 到本世

纪中叶，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为

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有信

心， 更有力量。
（载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

北京 11 月 14 日电）

编织“智慧天网” 守护城市安全
上海公安对标“三最”要求精心打造“超级大脑”，努力实现精准警务

本报讯 （记者何易） 申城城市

安全即将由一台 “超级大脑” 守护。
记者昨天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 为了

实现 “最有序、 最安全、 最干净” 的

城市治理目标， 上海警方正全面推进

“智慧公安” 建设， 打造城市风险管

理新体系。
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过程中， 作

为一座特大型城市的守护者， 上海公

安意识到， 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安全需要， 必须在智能化、 专业化

上下功夫。 目前， 一批融合最新科技

的警用系统和 装 备 正 在 研 发 调 试 列

装， 一张密布全市各个角落的 “智慧

天网” 正着手编织。
据 悉 ， 根 据 上 海 公 安 设 定 的

2020 年中期目标 ， 被称为 “超级大

脑” 的上海智慧公安数据中心 （超算

中 心 ） 将 拥 有 1000PB 数 据 容 纳 能

力， 超算能力为毫秒级响应， 具有自

主学习能力， 它的 “触手” 布满城市

每个角落。 未来完全可以利用全面综

合性数据自主判断分派警力， 实现感

知泛在、 研判多维、 指挥扁平、 处置

高效的精准警务， 达到防患于未然、
快处即然、 妥处已然的境界。

“美国科幻电影 《特警判官》 展

现 2139 年时警察的执法场景， 可以

借助这部影片想象上海未来的城市风

险管理体系。” 市公安局科技处处长

陈超给记者描绘了一个简单的场景：
路上发生一起撞车事件， 智能超算中

心分辨判定是何种类型事件后， 距离

现场最近的警务人员会接到通知并立

即赶来处置， 现场所有数据分析和人

员情况会在第一时间传输到警务人员

的警用头盔上； 如果肇事车辆逃逸，
超算中心会立即针对车辆逃逸路线生

成多维地图， 标识逃跑线路和交通情

况， 并自主切换交通指示灯， 安排途

经警力协助拦截 ； 拦截 车 辆 后 ， 警

察如果利用警 务 终 端 扫 描 发 现 车 辆

内载有违禁品或危险品而无法处理，
也无需汇报———专业警种警力已经在

路上了。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街面上看不

到警察， 但当你需要时， 警察会立即

出 现 。 ” 陈 超

表示， 为了让

警力能以最快

速 度 赶 到 现

场， 警方将加

大网格屯兵布局， 甚至动用最新科技

设备———单人喷气飞行器、 无人机等

都将在今后列装警队。
需要强调的是， “智慧公安” 并

不是新装备就能堆叠出来的， 它是对

现代警务流程的再造和城市安全精细

化管理的再次升级。 记者在采访中了

解到， “智慧公安” 由 “一中心、 一

平台， 多系统、 多模型， 泛感知、 泛

应用” 架构而成， 可以用一个形象的

比喻来解释： 超算中心 （公安数据中

心） 是树根， 公安综合服务平台是树

干， 各个子系统是树枝， 泛感知是肥

料 ， 泛 应 用 是 花 朵 ， 内 嵌 “大 脑 ”
（人工智能） 和 “血管” （网络）， 配

一个保健医生 （保障体系）， 加上充

足的水分 （民警的责任心和创造性），

共同根据公安业务的变化来完善警务

分类、 警种设置、 警力配置， 打造全

新现代警务流程， 建设城市风险管理

新体系。
据悉， 上海公安此前对城市风险

信息化、 智能化管理的尝试已经成果

初现： 今年以来， 刑事案件发案数同

比 下 降 16.6% ， 破 案 数 上 升 5.8% ，
命 案 破 案 率 连 续 三 年 达 到 100% ，
110 警情同比呈下降态势； 牵头建立

的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去年 3 月运

行以来， 案件接报数、 损失数环比分

别下降 27.4%、 34.8%； 通过立体化

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建成的大

人流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能有效提升社

会面防控强度， 目前上海已经成为众

多游客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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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工程开工
本报武汉 11 月 14 日专电 （驻鄂记

者钱忠军）随着“汉工排6号”工程船将一

片片沉排缓缓沉入江中， 长江中游蕲春

航道整治工程日前正式开工，“安庆至武

汉6米水深、武汉至宜昌4．5米水深航道整

治工程”（“645工程”）建设序幕开启。
据介绍，实施“645 工程”，将有效解

决长江干线航道“两头深、中间浅”的突

出问题，形成一条超大容量、串起长江中

游湘、鄂、赣、皖四省的“水上高速公路”，
对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建设起到巨大

的推动作用， 长江干线航道通航能力也

将实现整体飞跃。 2019 年，工程完工后，
该段航道最低维护水深将达 6 米， 满足

5000 吨 级 海 船 、1 万 吨 级 江 海 船 以 及

2000-5000 吨 级 驳 船 组 成 的 2 万-4 万

吨级船队通航要求。
据权威机构测算，“645工程” 实施

后 ，1.3万吨级内河船和1万吨级江海船

将直达武汉、5000吨级内河船将直达宜

昌 。投入运营后 （按20年测算 ），长江 航

运可产生直接经济效益547亿元。

长江中游蕲春航道整治工程重点对湖北省境内长江干线下棋盘洲至下黄颡口

全长 16 公里的河段进行整治。 （长航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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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 人类前途系于

各国人民的抉择。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 也将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当今世界充满挑战，前面的道路不会平坦，但

我们不会放弃理想追求，将以更大的作为，同各方

携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

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勾画了新时代中国

与世界互动的美好前景，郑重宣告中国将开启“推
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新征程”。 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

场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目标的又一次庄

严宣示， 传递着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大党胸

怀，体现了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大国担当。
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 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

化， 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 与此同时， 世界经济正面临增长动能的深

刻转变、 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 经济全球化

进程的深刻转变、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
贫富分化、 恐怖主义、 网络安全、 重大传染性疾

病、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也给

全球治理提出了崭新命题。 面对这些深刻转变和共

同挑战， 是勇立潮头， 还是迟疑徘徊？ 是主动引

导经济全球化继续前行， 还是在挑战面前犹豫不

定？ 是携手开辟区域合作新局面， 还是各自渐行

渐远？ 习近平主席用三个有力的提问， 启示亚太

各国携手共商共建共享， 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体系深刻转变，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开辟全

球发展繁荣的光明未来。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新征程上的中国主张，是以和为贵、协和

万邦的中国人民美好愿望的集中体现， 也源于对

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刻洞察。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美好构想任重而道远， 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

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作为全球

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深知自身肩负的责任。顺应大

势、勇于担当，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

做世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始终秉持正

确义利观，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

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

念，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

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明天。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

则，到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从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30%，到提出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把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作为自身使命。 新时代的中

国新征程，不仅属于 13 亿多中国人民，也必将为

亚太和世界开拓新局面、 带来新机遇、 增添新动

力，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交相辉映。
（载11月15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