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中继线：(010)84111561 ●发行专线：(010)84133920 84151318 84151193 ●广告专线：(010)84151388 84151263 84110152（传真） ●总编室：(010)84133797 ●举报电话：（010）84134716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沿着总书记的足迹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02 代号 1-5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 工人日报社出版

中工网 http://www.workercn.cn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WORKERS’DAILY

壬寅年五月廿九 第21146期 今日八版

新华社记者 骆国骏 孔祥鑫 吴文诩

“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首都建设和

发展，多次考察北京，以全新的战略定位为首都发展

谋篇布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北京城市发展深

刻转型，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效显著，奋力谱写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

2014 年 2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市的第一站

来到前门东侧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考察的主题是全

面深化改革、推动首都更好发展特别是破解特大城市

发展难题。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原常务副馆长赵莉对当时情

景记忆犹新：“总书记详细了解北京地理环境、规划布

局、功能定位等情况，问得很细。对于人口过多、交通

拥堵、房价高涨、生态环境严峻等首都发展存在的问

题，他十分关心。”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这一重大命题，作出系列重要指示：

——2014 年 2 月，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指出

解决好北京发展问题，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

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以打通发展的大动脉，更有

力地彰显北京优势，更广泛地激活北京要素资源。

——2017年2月，在北京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牛鼻子”。

——2019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河北雄安新

区、天津、北京，实地了解京津冀协同发展情况，要求“推

进北京中心城区‘老城重组’，优化北京空间布局和经济

结构”“高质量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

下，北京步入大调整、大提升、大协同的发展新阶段。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解决北京“大城市病”

问题，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首都发展的明确方

向和重要使命。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北京以减量发展推

动高质量发展和城市功能整体提升：发布全国第一个

以治理“大城市病”为目标的新增产业禁限目录，2014
年以来累计退出一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 3000家，疏解提升区域性批发市场和物流

中心近 1000个，加快补齐便民服务设施……

北京城市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得到优化提升，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居民生活环

境更加优美，同时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交通一体化加快建设，产业

升级转移、创新协作扎实推进……

（下转第 3版）

本报北京 6月 26日电 （记者郑

莉 郝赫）全国总工会日前印发通知，

要求各级工会从 2022 年 6 月下旬至

12 月底，集中开展“转作风、解难题、

促发展、保稳定”专项行动。通知提

出，要紧紧围绕迎接和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这一主线，坚持促进企业

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着力改进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职工，着力破解突出问

题、提高工作水平，着力组织建功立

业、促进经济发展，着力维护职工稳

定、保持社会和谐，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中更好发挥工会作用，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这次集中开展专项行动，注重坚持

转作风、解难题、促发展、保稳定，突出重

点工作任务，特别是明确把专项行动与

工会领导机关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结合起

来，深入基层一线、深入职工群众，认真

倾听职工意见呼声，及时反映职工愿望

诉求，帮助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

同时，专项行动坚持问题导向，主动摸排

疫情对职工家庭生活的影响，解决就业、

培训、社保、困难救助等方面的实际困

难，统筹用好工会送温暖和帮扶资金，对

遇困返贫职工开展帮扶，做好职工思想

政治引领、深化工会改革创新、智慧工会

建设、互联网百强企业建会等重点难点

工作，不断破解制约工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的瓶颈问题。

据了解，专项行动还将针对部分行

业企业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影

响遭遇困境的问题，激励广大职工自觉

投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战

场，引导职工与企业共渡难关、共促发

展。此外，专项行动把保持职工队伍团

结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底线要求，

坚持一手抓引领构建、一手抓防范化解，

着力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

城市困难职工等群体合法权益，推动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切实维护劳动领

域政治安全。

通知提出，要把专项行动与年度

工作计划结合起来，与工会重点工作

贯通起来，把工作成效体现到思想引

领、建会入会、维权服务等工作水平提

升上来。要求各级工会加强组织领

导，制定专项方案，精心组织实施，注

重宣传引导，推动专项行动落地见效。

近一个时期，全国总工会通过多种

形式开展调查研究，加强工作指导服

务，研究制定了一批有针对性的措施，

着力推动解决问题，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工会积极作用。

凝心聚力、积极作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国总工会启动“转作风、解难题、促发展、保稳定”专项行动

近日，全国总工会决定，从 2022年

6月下旬至 12月底，在工会系统集中开

展“转作风、解难题、促发展、保稳定”专

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级工会结合实际认真贯彻

落实。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就专

项行动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开展专项行动的背景和意义

是什么？

答：今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

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迎接和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是今年全党工作的主

线，工会所有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

大局、这条主线。

开展专项行动，是工会系统迎接和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的实际行动，

旨在履行工会的政治责任，团结引领广

大职工听党话、跟党走，在党和国家工作

大局中发挥工会组织作用；是落实党中

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充分激励

广大职工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引

导他们自觉投身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主战场；是工会组织履行维权服

务基本职责的内在要求，对于落实工会

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是维护职工队伍团结

统一和社会大局稳定的现实需要，加强

维护劳动领域政治安全工作，把“五个坚

决”要求落到实处，守牢“五个不发生”目

标底线。

问：开展专项行动的总体要求和重

点任务是什么？

答：专项行动的总体要求是，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

论述，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

益，着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职

工，着力破解突出问题、提高工作水

平，着力组织建功立业、促进经济发

展，着力维护职工稳定、保持社会和

谐，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更

好发挥工会作用。

具体看，开展专项行动要坚持转

作风、解难题、促发展、保稳定相辅

相成、互为一体，确保落实到位、取

得成效。明确把转作风作为基础和

前提，将专项行动与工会领导机关

干部赴基层蹲点工作、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形

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工作

作风。（下转第 2版）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近日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

相 关 工 作 意 见 建 议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强

调，党的二十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

会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是全

党全社会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

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生动体现。这次活动引起广

大干部群众热情关注、积极参与，提出

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有

关方面要认真研究、充分吸收。要总

结这次活动的成功做法，走好新形势

下的群众路线，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

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好倾听

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把党和国

家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2月重要指

示精神，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

意见活动于 4 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开展，

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所属官网、新闻客户端以及“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分别开设专栏，听取全社会

意见建议。活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广泛

关注和参与，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854.2万条，为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提供

了有益参考。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
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新华社记者

金砖合作的历史，将浓墨重彩地记

下这不同寻常的三天。

2022年 6月 22日至 2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

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

话会，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

发表主旨演讲。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代表，我们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作出正

确选择，采取负责任行动，对世界至关重

要。”

连续三天，三场重要活动。习近平

主席的“金砖时间”聚焦金砖又超越金

砖，回答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

为深化金砖国家合作、为促进世界持久

和平与共同发展，举旗定向、凝聚力量。

“携手构建更加全面、紧密、务实、
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同开启
金砖合作新征程”

“如果没有不同意见，我建议通过这

个文件……”

“好，通过！”

北京时间 6月 23日 21时 40分许，习

近平主席在征得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同

意后，敲响会槌，宣布通过《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北京宣言》。

从加强和改革全球治理，到团结抗

击疫情；从维护和平与安全，到促进经济

复苏；从加快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到深化人文交流，再到完善金砖机制

建设……

八大方面、75 项、1 万多字的《北京

宣言》，发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金砖强

音，展现金砖国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的

共同立场。

这一刻，从南非到巴西，从俄罗斯到

印度，四国领导人和习近平主席一起，共

同举起中方为会晤特别准备的青花珐琅

茶杯，庆祝会晤达成重要成果。

一杯清茶，香沁四洲。礼宾安排细

节的背后，是金砖五国跨越山海的同声

相应、同气相求。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大屏幕上实

时显示着习近平主席同南非总统拉马福

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

京、印度总理莫迪会晤的画面。在他们

背后，五国国旗并排而立。屏幕下方，金

砖标识格外醒目。

此次会晤，正值人类社会处于何去

何从的关键节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人

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发展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走过 16 年光辉岁月的金砖合作，

如何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开启新的金色

航程？

（下转第 3版）

在历史发展关键当口引领前进方向
——记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系列活动

6月 26日，贵州省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进行汽车零部件维修技能
展示。

当日，贵州省龙里县举办职业技能成果展示活动，来自龙里县中等职业学校
各个专业的师生对职业技能教学成果进行展示，为学生提供技能展示平台，促进
就业。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展职教技能 促学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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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先后部署开展了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

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

等 5 次党内集中学习教育，频度之密、

力度之大、成效之显著，放眼百年党史

都不多见。

在全党开展集中学习教育，是我们

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

重要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先后开展一系列集中学习

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全

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

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的

血肉联系。”

紧扣这个根本问题，直面新形势

新任务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的 5
次集中学习教育一脉相承、次第展开，

环环紧扣、层层深入：

——2013 年 6 月开始，以为民务

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分两批开展；

（下转第 2版）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扎实
开展党内集中学习教育述评

——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同志就集中开展“转作风、
解难题、促发展、保稳定”专项行动答记者问

转作风 解难题 促发展 保稳定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