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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新时代中国调研行之看区域·西部篇

学习 《决定》    每日问答

为什么要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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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涉

外国家安全机制。”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发展和安

全，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增强维护

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

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构建新安全格局，

全力防范化解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外部风

险挑战，取得全方位、历史性重大成就。坚决

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连续挫败外部势

力利用台湾、涉疆、涉港、涉藏、涉疫、人权等

问题对我攻击抹黑，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斗

争卓有成效，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

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有力回击反制外部势

力干涉台湾问题，与 11 个国家在一个中国

原则基础上实现建交、复交。坚定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稳步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妥

善处置周边安全风险，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加快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

防范体系，多次实施海外公民紧急保护与撤

离行动，不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

障，维护海外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维

护粮食、能源、重要资源供给安全和产业链

供应链安全稳定。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有力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重要议

程，深度参与国际安全合作，提出全球安全

倡议等安全领域新理念新主张，在全球安全

事务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上升。

当前，影响国家安全的国内外因素相互

交织、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加强，涉外

国家安全风险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影响

日益上升。必须不断提升维护涉外国家安全

能力，进一步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

第一，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统筹

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带来的风险挑战。当前，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

剧，我国外部环境和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

变化，外部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历史反

复证明，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软弱退

让求安全则安全亡。要发扬斗争精神，建立

健全周边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健全反制裁、

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健全维护海洋

权益机制，坚决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

遏制，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

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全力维护党的领导

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捍卫国家核心利益。

第二，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统筹

开放和安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新发展

格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我国

已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

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自

2017 年起连续 7 年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地位，2023 年出口国际市场份额 14.2%，

连续 15 年保持全球第一。我国境外资产总

额巨大，在外旅游、工作、留学人员数量庞

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开放越要重视

安全”。要强化海外利益和投资风险预警、防

控、保护体制机制，深化安全领域国际执法

合作，及时协调处置重大涉中国公民和机构

安全事件，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

系，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确

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第三，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要统筹

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推进全球安全治理。

实现民族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

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要继续

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

观，推进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全球

安全治理，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

全架构，寻求普遍安全最大公约数，推动构

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7 日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我国西

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

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

程度最高的区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

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

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庆考察时表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重庆、四川两地要紧密合作，不断

提升发展能级，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

“双城记”。

自 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

划纲要》以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向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定位不断奋进。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指引下，成一山两

翼、渝两江四岸，西部高质量发展增

长极加速崛起、动能澎湃。

8 万亿元体量拼出经济发展新增速
11 月 2 日，重庆女孩侯雨岚成

为今年从铁路成都车站出发的第 1

亿名旅客。

“我常来成都出差，从成都东站

到重庆沙坪坝站只需 1 个多小时。”

侯雨岚笑着说。今年前 10 月，成都向

重庆发送铁路旅客 646.2 万人次，日

均超过 2 万人次。这是成渝两地密切

往来的生动缩影。

从成渝铁路到成遂渝铁路、成渝

高铁，加上在建的成渝中线高铁，轨

道直通的双城时空距离不断拉近。四

川和重庆省际已建成铁路通道 6 条，

通车高速公路 16 条。

按照规划纲要总体要求，要牢

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唱好“双城

记”，共建经济圈，在推进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用。

相向而行，川渝两地建立多层

次、常态化合作机制，联合印发 100

余个政策文件，注重政策共用、事项

通办。前三季度 300 个共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已完成投资

3699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84.7%，

超时序进度 9.7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领域

投资较快增长，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4.5%。

成渝地区拥有 41 个全工业品

类，现代化全产业链特色鲜明、链

条完整，汽车、电子信息、动力电池

等产业在全国地位突出。通用电气

医疗中国副总裁、供应链总经理陈

和强说，企业已在京津冀、长三角、

成渝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起四个

供应链集群，带动上下游上千家供

应商。

目前，18.5 万平方公里的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总人口已近亿。

2023 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

总量达 81986.7 亿元，在 2021 年突

破 7 万亿元后，用 2 年时间再上一

个万亿元台阶。今年前三季度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1891.40 亿元，同比增长 5.6%，经

济总量加速接近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

贵州、云南均提出积极融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高质量发展规划，

陕西提出建立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协同对接机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

地位日益明显，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撑

作用持续增强。

瞄准前沿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四川稻城，海拔 4410 米。

极难观测的宇宙射线，被稻城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捕捉到痕

迹。通过各种精密仪器，这些射线痕

迹转变为数据，通过数据专线传送至

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进行处理。

这是成渝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应

用场景之一。目前，11 个国家大科

学装置、5个国家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西部第一个国家实验室、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在川渝

落地建设，西部科学城建设开启“一

城多园”模式。

位于成都的新一代人造太阳中

国环流三号实验现场，不时闪动炫目

光芒，2023 年 8 月首次实现 100 万

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

运行，取得重大突破。

“可控核聚变反应已在科学上得

到了验证，下一步是工程实现。”中国

环流三号团队负责人钟武律说，得益

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相关研

究在天府新区取得了支持，国际合作

有序进行。

成渝地区现已联合开展核心技

术攻关项目 161 项，共享大型仪器

设备 1.3 万余台（套），时速 400 公

里高速列车节能辅助驾驶系统等一

批创新成果实现应用，重大装备制

造跻身全国第一方阵，国产大飞机

的机头在这里制造，“华龙一号”等

核电技术在这里研发，“翼龙”“双尾

蝎”等工业无人机在这里形成完整

产业链，北斗芯片等空天信息产业

表现强劲。

从宇宙线观测的深空到暗物质

探寻的深地，从科学研究到科技产

业，成渝地区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硬

实力不断提升。

以开放促改革搭建贸易往来新高地
10 月 25 日，一列装载东盟货物

的“东盟快班”驶出重庆团结村中心

站，预计最快 2 周后将抵达波兰。通

过连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

成渝地区进一步壮大开放贸易。今年

前三季度，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

输货物货值同比增长 80%。

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

125个国家和地区的 542个港口。“有

了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我

们产品发到缅甸的货运时间由 2 个

月压缩到 4 天。”重庆德呈威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和平说。

成渝是西部两个超大城市，地

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西部

陆海新通道的联结点。成都双流、

成都天府、重庆江北三个国际机场

高频运转，向成渝世界级机场群目

标迈进。沿着空、铁、水、公等通道，

成渝地区正突破内陆腹地的区位限

制，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格局。

以开放促改革，成都国际铁路港

累计形成 137 项制度创新成果。重庆

改革“铁路提单国际信用证”为融资

凭证，为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内企

业累计融资 4亿元。

全球客商纷纷前来。10 月底，

英特尔宣布在成都增加 3 亿美元注

册资本扩容；在重庆举办的“国家发

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

桌会”上，六大外资项目集中签约，投

资金额约 75.7 亿元。

成都向东、重庆向西，两大都市

圈双向奔赴，在毗邻地区规划布局

10 个融合发展平台；“重庆—舟山”

江海直达航线开通，促进长江上中下

游一体化发展……东启长江、西托青

藏、北承陕甘、南接云贵，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在双循环格局中的责任日

益重要。

眺雪山枕长江打造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当旭日东升，站在成都龙泉山眺

望，向东是靠近重庆的川中丘陵，向

西是环绕平原的数座雪山。红霞为雪

山披上彩衣，雪山背后是中国西部的

天高地阔。

而夜幕拉开，沿着山城重庆南北

漫步，长江、嘉陵江两江四岸，都市灯

火与江面波光闪耀交织。江水下游，

是中国东部的繁荣绵长。

老茶馆内，有人品茗谈史；商业

街区，有人展露时尚；体育馆里，赛

事、演出不断。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让人们怡然自乐。

多种疾病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多种电子证照亮证互认……近年

来，川渝通办的便民事项不断推出，

让群众更好享受同城化便利生活。今

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四川省政府

办公厅联合印发《深化川渝政务服务

合作 2024 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包

含 7 个方面 72 项政策举措，两地将

持续拓展一批高频事项，力争通办事

项达到 350 项以上。

好的城市功能环境，既提供对人

的服务，又促成人的自我成长。

27 岁的田文辉来到成都刚刚一

年，勤快的他已成为快递班长，操心

着几条街道的业务。“成都的变化又

快又大，在这儿工作让我收获很多。”

他说。

外卖小哥、电竞选手、街头艺术、

网络主播……越来越多的职业加入

城市社会的运转中，构成了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丰富、多元的功能生态。

近年来，成都推进青年发展型城

市建设，为外来就业、创业的青年人

才提供系列温馨服务，多措并举打造

人才高地。

工业遗存的创意改造、楼宇里穿

行的地铁……绿道里、江风中、霓虹

下，恋人相依、老幼相携，共同感受城

市的活力与幸福。

（新华社成都 11 月 6 日电 ）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主要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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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健全社会

治理体系作出重要部署。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从推进国家安全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战

略高度提出的重大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

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

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

安中国，推动我国社会治理

领域改革，健全社会治理体

系，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

了宝贵经验，续写了“两大奇

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之治

新局面。一是丰富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相关理

论，科学回答了新时代社会

治理的重要意义、发展方向、

价值取向、理念原则、方法路

径等重大问题，开辟了马克

思主义社会治理学说新境

界，为全面深化社会治理领

域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二

是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全面

领导，健全党对社会治理全

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党中央

出台系列文件，作出系统部

署，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

地方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建

立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乡村治理、信访工作等工作

机制，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历

史性转变，构建起全民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三是社会治理整体效能显著

提升。社会治安状况持续好

转，全国信访总量持续下降，

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日

趋多样，价值取向日趋多元，

利益诉求日趋多变，社会矛盾

风险累积叠加。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转化，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

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

境等方面要求日益增长，更加

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参与社会治理意愿强

烈。城乡结构深刻变化，城镇

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规模急

剧扩张加重城市治理负担，农

村局部“空心化”让乡村治理

难度加大，新的社会群体涌

现、互联网和新技术普及应用

快速发展，给社会治理带来新

挑战。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

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

化的基础性工作。新时代新

征程上，健全社会治理体

系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进程，提升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坚持党管社

会治理，坚持社会治理为人

民、社会治理靠人民，建设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发展方向上，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优势

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加快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治理话语体系。

在领导力量上，建立健

全党对社会治理全面领导

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

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

系，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制度。

在内容重点上，坚持为

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

忧，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提

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强化

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功

能，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

口管理制度，健全“高效办成

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管理

机制和常态化推进机制。健

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

干预机制。健全发挥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在基层治理中作

用的机制。完善社会治安整

体防控体系，健全扫黑除恶

常态化机制，依法严惩群众

反映强烈的违法犯罪活动。

在参与主体上，明晰各

方力量职责任务和权责关

系。健全乡镇（街道）职责和

权力、资源相匹配制度，加强

乡镇（街道）服务管理力量。

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加

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推

动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深化

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健全社

会组织管理制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6 日电）

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