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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新坐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启开大幕，中国社会对改革的讨论和期待也达到了一个高潮。
改革，是对利益格局的调整。35年前的改革初期，面对种种障碍，改革在不触及存量的情况下，从培育增量入手，期望通

过增量的扩大逐步带动存量改革。35年后的今天，面对贫富差距过大、利益格局固化等问题，只有人受益没有人受损的改革
事项已经做完，再不冲破利益藩篱，难免会让全社会患上改革疲劳症。

打破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需要执政者的勇气，也需要集纳全社会的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即将开始的新一轮轮
改革是一场全面革命。搭上了这班车，中国必将走向新的历史。

本报即日起推出“改革新坐标”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报道，全方位为读者报道、解读这一历史性会议。

八八次次三三中中全全会会树树立立改改革革坐坐标标
从十一届到十八届，推出一个个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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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脚步疾速前行。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大幕即将开启。

35年，弹指一挥间，8次“三中
全会”，改革是不变的主题。

转折———

古老中国走向改革开放

“这速度真让人有一种穿越时
空隧道的感觉。”35岁的卢丽今年
国庆节去泰山旅游，坐上时速300
公里的高铁，只用1个多小时就从
北京到了山东。

卢丽并不知道，在她出生的
1978年，中国旅客列车的平均时速
仅为43公里。

那时的中国，慢的远不只是火
车的时速。一个沉重的问号摆在执
政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中国向何
处去？

1978年12月18日，一个彪炳史
册的日子。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隆重召开。全会确立了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
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
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
史性决策。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

突破———

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成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
济。”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
时发表的重要谈话，在事关中国道
路向何处去的又一重大历史关头，
为全党指引了方向。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
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若干问题的决定》，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构建起基本框架。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
经济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
的一个伟大创举。”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说。

不到十年！中国经济实现了
质的飞越。国内生产总值从1992
年 的 不 到 2 . 7 万 亿 元 ，猛 增 到
2000年的8 . 9万亿元，人均达到
7858元，提前实现“翻两番”的预
期目标……

转型———

民生成为改革主旋律

2001年11月10日，中国正式成
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是世界对中国
改革开放的认可。

一面是机遇，一面是挑战。“实
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的
课题再次摆到了全党面前。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
定》，明确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此后的十年，“发展计划”变为
“发展规划”，“又快又好”变成“又
好又快”，“人均”取代“总量”，“质
量”重于“数量”，改革发展思路发
生根本转变；教育改革大胆突围，
医疗改革破冰前行，社会保障愈发
完善，以人为本的民生本色成为改
革主旋律……

继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后，时
隔十年，2008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
三中全会再次通过有关农村改革
的决定，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奠定
了重要基石。

深化———

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民

再过几天，中国共产党将迎来
十八届三中全会。此时，中国改革
开放已走过整整35年。

35年的奋斗，数据是明证：142
倍——— 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国
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52
万亿元；187倍——— 进出口总额从
206亿美元提高到38668亿美元；71
倍———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从343元增加到24565元；59
倍——— 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
加到7917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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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
及全体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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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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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南市山大路一家小小
的水饺店内，24岁的卢姗姗热情
招待着每一位进门的顾客。

老家平阴的她从省城一
所医学专科院校毕业。这是她
两年来的第二份工作了，但她
的梦并不在这里。

卢姗姗说，在毕业的第一
年，她曾在济南市天桥区一家
医院工作，但因为是临时工，每
月工资只有800元左右，难以

养活自己。“和医院的正式职
工相比，收入差距太大了。目
前在水饺店，每月能有2000多
元的收入，管吃管住，倒没有
压力。”卢姗姗告诉记者，虽说
如今收入还算可以，但没有缴
纳各种社会保险，自己依然没
有安全感，所以如果有机会，
她还是希望能找个施展自己
医护才能的工作。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医学专科生盼望学有所用

10月以来，有关养老改革的讨
论再次引发热议。“取消养老金‘双
轨’，一并统筹？”北京公务员张宁
听闻“传言”连连摇头：“直接降低
公务员待遇只怕不可能。”一些人
却认为，打破待遇不公，值得期待。

争议背后是利益的多元。改革
进入攻坚期，各种利益深刻调整。

要改革，先要找到“最大公约
数”，形成最大合力。

“什么是改革最大公约数？现
在有些提法不现实，有些不全面。”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
王小广说。最大公约数应当是人民
群众最广泛利益的“平衡点”，是最
能激发社会内生动力的“关键点”。
如此，公平正义不仅是现阶段凝聚
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深化改
革的前提。

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在哪里，
改革的公约数就在哪里：破除“收入
分配不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弥合

“城乡二元鸿沟”；营造公平竞争环
境，确保机会公平。 据新华社

民众利益“平衡点”是改革最大公约数

卢珊珊 24岁
职业：水饺店服务员

专家看法

生意好做点，换个大房子

王红芝
职业：小花店店主

“今年花店的生意比前两
年差远了，一年挣出3万元，交
完店租也剩不下多少。”王红芝
说，他们两口子前些年在济南
市东仓小区买下一套一室一厅
的小房子。眼看第二个孩子就
要出生，小房子怕是住不下了。

老家临邑的王红芝没有
参加社会保险，生孩子的话费

用全都要自己出，花店也将无
人照料。到时，一家四口的开
支都得靠老公做安装太阳能
赚的钱维持。

“说改革我也不懂，但要
改就改得让生意更好做点吧。
做生意能赚钱了，我们也该换
个大点的房子了。”王红芝说。

本报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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