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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天不久，只争朝夕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李斌 李灿 季明 吴晶）
14 日上午，党的十八大胜利闭
幕。大会号召全党要“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而奋斗”。

“闭幕的那一刻起，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倒计时’就已开
启。”来自上海的十八大代表焦
扬说。

——中国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倒计时”

科学发展观已作为指导思
想写入党章。

十八大代表、江苏镇江市委
书记张敬华认为，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核心是更加深入、创造
性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生态
立市作为基本战略，把产业强市
作为关键路径，把人才兴市作为
发展之本，这是我们的策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
和难点在乡村。湖南省委党校
教授艾医卫建议加快完善城乡
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
一体的新型城乡关系。

事业发展，关键在人。列席
十八大的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
文兵算了一笔账：从现在到
2020年，8年里至少有5000万

名大学生走上社会，成为现代化
建设的主力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
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
斗。高校应扎扎实实做好各项
改革，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增强
创新创业能力，变人口红利为人
才红利，这样广大青年才能承担
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有
硬指标，还有软指标。十八大
代表王月华建议政府实施好文
化惠民工程，提高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

“如何在经济繁荣的同时
使精神世界也充实强盛，使中
国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焦扬
代表说。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
的目标。

面对未来的这一目标，不
同的地区，站在不同的起跑线
上——

“翻一番，对我们来说，意味
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
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至少要
在7.1%、6.5%以上，加快发展的
任务非常艰巨。”十八大代表、四
川绵阳市委书记罗强说。

任务不可谓不艰巨——四
川 绵 阳 人 均 生 产 总 值 仅 为
25755元，比全国低9426元；城
镇化率41.8%，低于全国平均水
平9.4个百分点；还有51.9万人
没有脱贫……

“差距就是潜力，我们必
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
务，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成渝经济区建设等重大战略
机遇，有所作为，迎头赶上。”
罗强说。

中国人口规模比世界上现

有的56个高收入国家全部人口
之和还要多出3亿多；人均资源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淡水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6，即使
是煤也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多一点。

“欠发达的 基 本 国 情 没
有变，贫困的帽子没有完全
摘。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我们还是要把‘蛋
糕’做大，加快改革攻坚步伐，
集中精力把经济 建 设 搞 上
去。”十八大代表、海口市委书
记陈辞说。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蛋糕”不仅要
做大，更要切好分好。

到2010年，江苏省总体上
已达到省定全面小康指标。昆
山市GDP人均达到2.4万美元，
已符合邓小平所定义的基本现
代化标准。

“现代化应该是人民群众看
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现代化，
我们正在努力。”十八大代表、昆
山市委书记管爱国说。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
十分艰巨，全党同志一定要埋头苦
干、顽强拼搏。”十八大报告这样告
诫全党。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只剩下8年零1个多月。

“‘如期’两字重如千钧！这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宣示，只能如
期，也必须如期建成。”十八大代
表、广东惠州市委书记黄业斌说。

“紧迫感”也出现在十八大报
告之中。报告要求“全党要增强紧
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
设这条主线”。

“白驹过隙，8年多时间加起
来才2960多天，不到3000天！这
在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
黄业斌代表说。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紧迫感不仅来自时间的紧迫，
更来自任务的艰巨——中国东、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然很不平
衡，城乡差距依然很大；还有1亿
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制定了路线图，指出了前进道路上
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
持续等6大困难和问题。

“工作千头万绪，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
建设任务都很繁重。时不我待，时
不我予。”焦扬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场硬
仗，十八大报告为经济社会发展号
了脉，开了药方，必须有强烈的紧
迫感，以分秒必争的精神抓好工
作，抓好落实。”黄业斌说。

2003年初，国家统计局统计
科学研究所开始研究制定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2007年进行了修订。这套指标体
系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
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资源环境
6个方面23项指标组成。

2011年年底，这家官方研究机构
发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
计监测报告（2011）》表明，2010年中国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达到
80.1%，比2000年提高20.5个百分
点，平均每年提高2.05个百分点。

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和谐，从生
活质量到民主法制，从文化教育到
资源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6大

方面的实现程度都有较大提高。以
“生活质量”为例：2010年中国在生
活质量方面的实现程度为86.4%，
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程度
为67%，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
较大；恩格尔系数为38.4%，人均住
房使用面积达到27平方米，均达到
预定目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
16.4‰，实现程度为73.2%；平均预
期寿命实现程度为98%。

监测同时显示，中国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实现程度在10年间均有明
显提升，2010 年分别为 88.0%、
77.7%、71.4%和82.3%。

专家指出，按照 2000 年到

2010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
现程度年均提高2个多百分点的
速度，中国完全有希望2020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了两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
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近代
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我们既
倍加自豪，又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
想信念倍加坚定，对党肩负的历史
责任倍加清醒。”中央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施芝鸿说。

“小康”一词是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最早见于《诗经·大雅》
民劳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
思就是轻徭薄赋，予民休息，让老
百姓过上小安康乐的日子。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给“小康”一词赋予了新的时代内
涵，提出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翻两番，人均GDP达到 800
美元，基本实现总体小康。

21世纪之初，中国总体上实

现了小康。
2002年，面对社会发展不平衡，

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很大的现状，十
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
要求。

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新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

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为人民描绘了
一幅清晰的图景。

“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伴随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中国吹响了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军的号角。

从“建设”到“建成”，一字之
变，引起外界普遍关注。分析人士
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
进入“倒计时”。

一字之变：倒计时开始

全面小康：离我们还有多远？

“只能如期，也必须如期建成”

攻坚克难 科学发展

“蛋糕”要做大，更要切好分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