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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

收入，是和百姓切身利益最相关的
话题之一。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在经
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
酬同步提高。

“‘两个同步’增长，其目的就是要
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个体收入水
平有机结合起来，让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能有效造福劳动者。”清华大学公共管
理学院院长薛澜说。

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收入分
配改革，2012年至2016年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和
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收入分配差距逐
步缩小。

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
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
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
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
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薛澜说，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
让科学技术、资金等在收入分配中得
到更充分的体现，将激发全社会创新
创业的热情。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洪茂
椿代表说，过去几年，研究所科研成果
转移转化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鼓励科研人员持股，使科研人员和企业
效益紧紧绑在一起。

作为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中等
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可以释放消费潜
力、扩大内需。而且，这部分人群对
产品、服务的质量和性能有较高要
求，可以倒逼供给体系加快改革，形
成经济增长与居民增收互促共进
的良性循环。

十九大代表、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
社区党委副书记王波说，既要“做大蛋
糕”，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更
多高质量就业机会，也要“分好蛋糕”，
加快收入分配等改革举措落地，使百姓
有更多的“获得感”。

“农民工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
是收入，一个是子女教育。”十九大代
表、福建荔丰鞋业开发有限公司车间
主任翁钰珍说，“报告提出促进农民工
多渠道就业创业，加快推进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可以让更多农民工共享
经济发展的成果。”

“两个同步”传递收入分配改革新信号——

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据 新华社

十九大报告在谈到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力度时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
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
线划定工作。代表们认为，这三大硬约
束指标不仅彰显了我们党生态系统保
护的坚定决心，也将倒逼我国城市走集
约节约发展之路。

十九大代表、湖北省宜昌市委书记
周霁说，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国家生态
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是全国“一张图”
管好生态环境的基础。

代表们认为，红线不仅要将森林、
草原、湿地、海洋等生态空间统一划入，
更要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要求，合理确
定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促
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需各部门协调配合，避免“种树的只管
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

“红线”意义在于约束，在于强制性
保护的功能。十九大代表、内蒙古自治
区锡林郭勒盟委书记罗虎在说，要让

“红线”落地并实施严格监管，还要从制
度、体制和机制入手，做好过程监管和
责任追究。

永久基本农田不仅要守住，还要管
牢、用好。十九大代表、江苏省国土资
源厅厅长、党组书记李侃桢说，划定永
久基本农田控制线，既为了守住耕地红
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也是为了拥有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美丽家园。要
加强巡查监管，坚决防止农田“非农
化”，落实保护责任，调动各方保护耕地
积极性。

划定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将优
化规划、节约土地，推动城市集约化
发展。代表们认为，守住城镇开发
边界，要充分发挥规划的管控作用，
合理控制发展规模，还要加强信息
平台建设，推进基础数据共享，用

“互联网+空间规划”，推进“一张图”
管理。

三条控制线“三位一体”，一系列硬
措施、严要求不断展开，将为美丽中国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据 新华社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内
容占了较大篇幅。

代表们认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人民的需要从
物质文化需求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文化建设也要
提升至更高层面，肩负更多的使命。

凝聚心力量 铸就新辉煌
——从十九大报告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十九大报告提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

三大硬约束指标
保障美丽中国建设

十九大代表、中央党史研究室主
任曲青山说，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
来走向强起来，文化要承担起更大的
责任和使命，十九大报告将文化的地
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代表认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物质
的复兴，更是精神的复兴。如果把走
向复兴的中华民族比作一个人，那么
强起来必然包括身体与精神两个方
面，要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与价值

观发挥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多的中国

故事引来八方喝彩，越来越多的中国
作家、艺术家获得国际大奖，中华文化
正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灿烂名片，也
正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强大正能量。”
中国文联副主席潘鲁生说，这些辉煌
成就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
人民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
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凝聚奋进力量：以文化繁荣兴盛助力民族伟大复兴

文化创造美好，美好需要文化。
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
丰富的精神食粮不可或缺。

过去五年，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发展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16
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从
2012年的18071亿元增加到30254
亿元，占 GDP 的比重从 2012 年的
3.48%提高到4.07%。

“我们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增强
文化发展实力。一方面加大对公共文
化服务的投入，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

有效性；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到‘十三五’末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到5%。”文化部部长雒
树刚代表在十九大中央国家机关代表
团媒体开放日上说。

在湖南省祁剧保护传承中心演员
肖笑波代表眼中，过去五年来，党和政
府对文化建设、对群众的文化生活高
度重视。“这几年，我们团队每年送戏
下乡200多场，受到群众欢迎。在这
个伟大的时代，我对戏曲的未来、对我
们更加美好的文化生活、对中华文化的
新辉煌充满了信心和憧憬。”

激发文化活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
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
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
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
践。”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阐释，彰显了一个伟大民族在
苦难与奋斗的历程中积淀的文化自觉
与文化自信。

十九大代表、中央党校教授谢春
涛认为，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
自信的背后，是我们坚定的文化自

信。“我们在国际上讲中国故事，往往
都从讲中国文化开始。我们的制度与
我们的文化密切相关，我们实施这样
的制度、走这样的道路，有我们充分的
道理，包括文化的道理。对此，我们要
有充分的自信。”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代表说，文
化自信的应有之意，是要对民族自身
文化有更准确的理解、更高度的认
同。“作为出版工作者，要做好更精准
的阐释工作，倡导经典阅读和有价值
的阅读。”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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