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4年9月2日

星期一 新闻·广告

朔
州
智
慧
通

朔
州
日
报

这
里
是
朔
州

投稿邮箱：szrbjzb@163.com 新闻热线：0349－6188033/6188018 广告热线：0349-6051009 印刷：朔州欣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电话：0349-2021399）

本报地址：朔州市安泰街 1 号新闻大楼 发行单位：朔州市邮政公司 邮发代号：21-50 发行范围：全国邮政编码：036000 每月报价：32 元

朔
州
新
闻
网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
策统筹协调机制。”这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独特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

国家战略规划体系集中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战略意
图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影
响，是推动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
托。建立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是我们加强宏观经济
治理体系的重要方式，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部署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建设，推动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
略、就业优先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使我国国家战略
体系更加科学完善。编制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三五”、“十四五”规划，建立统一规划体系和国家发展规
划实施机制，实现各领域专项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同步
部署编制实施。“十三五”规划引领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四五”规划各项
举措正在稳步实施，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同时要看到，当前仍存在国家战略融
合不足，规划目标与政策工具不协同，专项规划对总体
规划支撑不足，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国家战
略、国家发展规划统筹协调不够等问题，影响了国家战
略和规划作用的更好发挥。

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
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
动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发挥好国家战略规划体系的引
领和指导作用，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
筹协调机制。这有利于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将各部门、各地方的发展目标、发展任务、工作
重点纳入国家发展全局予以考虑和安排，集中力量办大
事，朝着既定目标和方向前进，确保把中国式现代化宏
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有利于更好推进战略、规
划、政策的统筹协同，增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
配合，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强化各类政策的保障
和支撑作用，形成目标一致、步调统一的工作合力，保障
国家战略和规划顺利实施。

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要紧
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这一党的中心任务，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引领，坚持
发挥战略规划导向作用，加强政策协调配合，保障战略
规划落实。一是健全国家战略深度融合推进机制。构
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
合，增强国家战略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二是健全
国家战略规划衔接落实机制。强化国家发展规划和国
家战略的有机衔接，强化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
划、地方规划与国家发展规划的有机衔接。发挥国家发
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强化空间规划基础作用，增强专
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实施支撑作用。健全战略规划推进
落实机制，细化落实政策体系，加强规划实施评估，健全
规划动态调整、修订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强化重点任务
落实。三是健全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围绕实施国家战
略和国家发展规划，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增强宏观
政策取向一致性，将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评估，统筹把握好政策出台时机、力度、节奏，强化各方面对政策的理解、执
行和传导，推进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投资、消费、环保等政策协同
发力，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政策合力。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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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复信非洲 50 国
学者，鼓励他们继续为构建高水平中非命
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提供
智力支持。

非洲多国学者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复信彰显了中方高
度重视中非学术交流，信中的鼓励令他们
倍感振奋，将与中国学者一道为推动非中
合作和“全球南方”发展不懈努力、贡献力
量。即将召开的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
会恰逢其时，相信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
同体将为整个非洲、中国乃至全世界带来
切实而持久的利益。

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南
方”提供重要发展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指出，一个追求
和平发展、矢志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断发展
壮大，必将进一步增强世界和平与国际正
义的力量，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全
球南方”发展振兴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加纳智库非中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
任保罗·弗林蓬是此次联名致信习近平
主席的63名非洲学者之一。他说：“非常
荣幸收到习近平主席复信。在习近平
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政府有力推动中非学
术交流，帮助非洲提升了在世界舞台上的
声音。许多像我一样的非洲学者有了更
多平台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
这增进了双方学者互信，为非中合作提供
了更有力智力支持。”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且彼此关联，
对全球合作、和平共处的需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迫切。中国致力于推动和平共
处，倡议共同为人类建设一个公平、公正的
世界，为世界树立榜样。多个非洲国家都
经历过国家动荡的历史，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非洲人民的共同愿望。”弗林蓬说。

埃及外交部前副部长助理马吉德·雷
法特·阿布马格德也是联名致信者之一。
他对习近平主席复信感到惊喜，反复阅读
复信内容。谈起参与给习近平主席致信
的缘由，他说：“这是因为中国成功找到适
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取得惊人发展
成就，我们都是见证者，对此有切身感受，
并为之由衷赞叹。”

“我们钦佩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
就，中国致力于高质量发展，注重提升人
民福祉。我们钦佩中国的伟大开放实践，
它架起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合作桥梁。所
以，我们在信中也表示，希望有一天，通过
与中国合作，我们的国家也能取得像中国
一样的成就。”阿布马格德说。

另一名联名致信者、坦桑尼亚达累斯
萨拉姆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汉弗莱·莫
西说：“中国的发展方式，尤其是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道路，强调和平发展、国际合作
和互利共赢。这一发展方式主张避免冲
突、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促进了全球
和平正义。中国和非洲是实现各自现代
化目标的理想合作伙伴。双方都致力于
实现和平、包容、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帮
助数亿人摆脱贫困，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宝
贵经验。”

莫西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非洲国家
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机遇，特别是
在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建设领域，对于实
现经济复苏、解决发展不平衡等全球挑战
也至关重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
有力实例，它帮助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
施，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一同参与联名致信的喀麦隆中国文
化中心创始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
院非洲影视中心执行主任罗德里格·塔
灵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后来到中
国留学，以他为主角的纪录片即将在中
国上映。

塔灵认为，中国探索人类文明新形
态，将现代性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呼吁
不同文明以各自方式发展繁荣，为促进文
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范例。中国
积极推动建设多极化世界，为构建更加公
正的世界秩序作出贡献。

“非中合作已成为21世纪
最伟大的故事之一”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强调，中国和非
洲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面对变乱交织
的世界形势，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何时候
更要加强团结合作。

阿布马格德对习近平主席复信强调
中非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深表认同。他说：

“非中合作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非洲
方面迫切需要借鉴中国丰富的发展经
验。中国有能力、也有意愿将现代技术和
先进产业在非洲本地化，为非洲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毫无
疑问，这一切都将增强双方应对各种全球
性挑战的能力。非中双方都渴望加强团
结合作。”

乌干达独立智库发展观察中心主任
阿拉维·塞曼达说：“当我们审视与中国的
关系时，它始终基于价值观相近、真诚、共
同利益、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中国是一
个尊重你观点的朋友，总是询问非洲的需
求，帮你解决问题，而不是强加自己的意

愿。我们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尊重彼此的
独立性和实际情况。”

联名致信的非洲专家之一、埃塞俄比
亚政策研究所传播与出版顾问巴勒乌·德
米西·科贝德说：“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形
势，非中合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不
断向前发展。”

“非中关系在过去十余年里充满活
力，中国在非洲基础设施方面的大量投
资，特别是在非洲的交通和可再生能源领
域，改善了互联互通，创造了就业机会，促
进了非洲经济增长。”科贝德说，“非中关
系呈现出双边友好、多边友好、整体友好
的特点，各领域合作广泛开展。中国连续
多年成为非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
呈指数级增长，非中合作为非洲新兴国家
开辟了新市场，提供了新机遇。”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表示，新一届中
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召开，中非双方领导
人再次齐聚一堂，共商中非合作大计，将
开辟中非关系更加壮丽的前景。

塞内加尔中国问题专家阿马杜·迪
奥普指出，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和发展，
推动一系列造福非洲大陆的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实施，加强了非中之间在外
交、经济、商业、文化和卫生等领域的联
系。“中国在非洲大陆修建了大量高质量
基础设施，为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
大贡献。”

塔灵说：“即将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峰会为巩固双方合作成果、规划应对当今
世界共同挑战的路径提供了宝贵机会。
通过加强团结合作，非中可以继续推进共
同目标，为世界创造更加和平、繁荣和公
平的未来作出贡献。”

肯尼亚非洲政策研究所中非中心执
行主任丹尼斯·穆内内说，非洲和中国是
两大文明，期待双方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
坛峰会上共同制定政策，为应对“全球南
方”国家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提
供解决方案。

穆内内表示，“非中合作已成为 21 世
纪最伟大的故事之一，使这两个古老文明
的命运密不可分”。非洲国家普遍支持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倡议都体
现了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与非盟《2063
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协同对
接，将有力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

共同推动维护“全球南方”
共同利益

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期待非洲学者

在“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基础上，加大
对“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道路、中非和南南
合作的研究探索，继续为构建高水平中非
命运共同体、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提
供重要智力支持。

“在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之
际，习近平主席给非洲学者复信，彰显中
方对非洲学者建言献策的重视。在习近平
主席的亲自推动下，中非合作论坛为推动
双方关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联名致信
者之一、尼日利亚《非洲中国经济》杂志主
编伊肯纳·埃梅武说，“非洲学者为巩固强
有力非中双边关系所作努力得到中方认
可。友谊会因多沟通而更好地发展，这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拥有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大
陆。习近平主席复信鼓励非洲学者为非
中合作作出实质性和持久性贡献，这体现
中国领导人重视在学术领域推动中非建
设性互动方面的作用。”肯尼亚国际关系
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说。

“来自智库、大学等机构的学者们为
非中合作提供了‘思想市场’。他们提出
的新颖想法推动了非中合作的可持续发
展。”穆内内说，“在有关平台框架下，学者
们开展政策研究、研讨，提出前瞻性政策，
正在塑造全球多项议题，推动维护‘全球
南方’共同利益。”

今年 3 月，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中
非智库论坛会议上，中非50国学者联合发
表了“中非达累斯萨拉姆共识”，针对当前
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提出解决思路
和方案，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

参与联名致信的卢旺达大学政治系
高级讲师伊斯梅尔·布坎南表示，“中非达
累斯萨拉姆共识”提出许多行动建议，学
者们一致呼吁优先考虑发展问题，同时要
相互尊重、相互学习，还呼吁建立包容性
经济，倡导建立紧密的智库联盟网络，加
强非洲和中国在教育、媒体、科技等领域
的交流合作。落实好这些行动建议，必将
有力推动非中实现互利共赢。

莫西参加了今年 3 月举行的中非智
库论坛会议。他说：“‘中非达累斯萨拉姆
共识’在推动南南合作方面有着重要意
义，它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
序，加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进而维护
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确保发展中国家
的声音在全球决策过程中得到倾听。非
中合作不仅将促进各国发展，也将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动力。”

新华社内罗毕电

开辟中非关系更加壮丽的前景
——习近平主席鼓励非洲学者为推动中非合作和“全球南方”发展贡献力量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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