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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呼唤新理论，新理论引领新实践。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深刻阐明了这一指导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
涵，并在党章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
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的十九大的重要历
史贡献，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
进。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深
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党的十九大的灵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
实，使之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强大思想
武器和行动指南。

伟大事业需要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发展处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推进的伟大事
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归结起来
就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
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
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
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作出了科学系统的回
答，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这一科学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
智慧的结晶，有力引领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全面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

科学理论指引伟大事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党在深入推进实践基
础上的理论创新取得的重大成果。进入新时代，
要在各种艰难险阻面前坚定不移实现伟大梦想，
要在迅速变化的时代中赢得主动，要在新的伟大
斗争中赢得胜利，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
思考和把握党和国家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
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
括。“八个明确”的基本内容、“十四条坚持”的
基本方略，构成了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党
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极不平凡，党和国家事业之
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
的就在于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引。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这一科学理论，内
涵丰富、思想深邃，涵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
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
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作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开辟了党治国理政新境界、
开辟了管党治党新境界，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领航灯塔。

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思想的引领。新时代已经到来，更加美好的新征程正在开
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我们就一定能不负新时代党的新使命、不负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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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11月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
馆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习近平欢迎梅德韦杰夫在中共
十九大胜利闭幕后随即访华，强
调俄罗斯是中国的最大邻国和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中方发展和深
化中俄关系的明确目标和坚定决
心 不 会 改 变 。 中 方 愿 同 俄 方 一
道 ， 扩 大 各 领 域 、 全 方 位 合 作 ，
密 切 在 国 际 事 务 中 的 协 调 和 配
合 ，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相信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会在新起点上把握新机遇，展现

新气象，取得新成果。
习近平指出，中俄要充分发挥

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的统筹协调作
用，加强在能源、装备制造、农
业、航天等领域合作，继续提升
双方合作中的科技创新含量，将
大数据、物联网、智慧城市等数
字 经 济 领 域 作 为 新 的 合 作 增 长
点。要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同
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努力推动滨
海国际运输走廊等项目落地，共
同 开 展 北 极 航 道 开 发 和 利 用 合
作，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中俄
教育、旅游、媒体等人文合作高

潮迭起，“一带一路”沿线人文交
流很有起色，双方要继续办好大
型国家主题年活动，推动两国地
方交流合作，进一步巩固两国关
系的民意基础。

梅德韦杰夫转达了俄罗斯总统
普京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美
好祝愿，对中共十九大胜利闭幕和
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表
示热烈祝贺。梅德韦杰夫表示，中
共十九大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
伟蓝图，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
大。俄方衷心祝愿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相信

在此过程中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必将得到更加全面深入的发
展。习主席今年7月对俄罗斯成功访
问后，俄中双方在经济、能源、投
资、创新、人文、欧亚经济联盟同

“一带一路”建设对接等领域合作取
得更多积极进展。俄方对此十分满
意，愿进一步密切同中方各领域交
流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
沟通协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
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
员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
兴区等 33 个试点县 （市、区） 行政
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
限的决定草案，拟将农村土地制度
三项改革试点期限延长1年，至2018
年12月31日。

为何这项重要改革在试点期限
即将结束时延长1年？未来改革又将
在哪些重点领域发力？

信号一：需要更多时间
深化积累推进

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
被称为农村“三块地”改革，与农
民和农村集体的利益密切相关。国
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在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作相关说明时表示，在农村
土地制度三项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有
序推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通
过进一步深化试点解决的问题。

例如，如何更好地协调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有效利用的
关系，如何有效保障地方政府财政
收入和项目建设效率等，这些问题
目前尚未形成十分成熟的解决方案。

专家分析，2015 年国家选取 33
个县市区作为改革试点，2016年9月
中央决定各试点地区对三项改革试
点统筹推进。延长试点期限，有利
于各地更充分地积累“三块地”改
革综合效益。

姜大明说，土地制度改革与单
纯的行政审批制度等改革不同，从
制度设计、工作布置、实践操作到
效果反馈周期较长，试点工作仍处
于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阶段，改
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和综
合效益显化尚需时间。

长期关注“三农”领域的郑州
新支点农业咨询公司负责人李鑫表
示，改革试点期限延长，有利于基
层开展更全面、深入的探索，为系
统总结试点经验打好基础。

信号二：已开展的试点
经验值得阶段性总结

一系列统计成果表明，启动改
革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
项试点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在缓解
征地矛盾、盘活土地资源、增加农
民收益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农村土地征收攻破重点难
点。在河北定州、内蒙古和林格
尔、山东禹城等地区出台了土地征
收目录，初步建立了民主协商、风
险评估、纠纷调处、后续监管等程
序，提高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完
善了被征地农民住房、养老保险等
补偿办法。同时，试点地区还积极
探索土地增值收益在中央政府、地
方政府、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机
制。截至今年9月，3个试点地区按
新办法实施征地共63宗、3.9万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机制更成熟。试点地区在入市主
体、入市方式和入市收益分配等方面
积累了经验。截至今年9月，全国已
有 577 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总面积1.03万亩，总价款约83亿元。

——宅基地制度改革给农民带
来更多红利。在试点地区，改革重
点集中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宅基
地自愿有偿退出和住房财产权的抵
押等方面。各试点地区还积极完善
宅基地分配、有偿使用和收益分配
等方面的村民自治机制，提高了乡
村治理水平。

江西省余江县从盘活存量、规
范增量、保障权益、扩大权能等方
面入手，建立健全了宅基地管理制
度体系，落实“一户一宅”制度，
全县共退出宅基地28257宗3915亩，
退出宅基地复垦 574 亩。截至目前，
全国 15 个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县 （市、区） 已退出宅基地约7.6万
户，退出面积约6万亩。

信号三：完善立法与农村
土地系统性改革将成重点

“三块地”改革未来的重点在
哪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农村
土地法律制度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剑
认为，完善立法、构建适应实际需
求的法律制度框架，将成为延长期
内的重点任务之一。姜大明表示，
土地管理法修订工作正在推进，延
长试点期限，有利于推动试点地区

继续深化改革，为土地管理法修订
工作创造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氛围。

对此陆剑表示，农村“三块
地”改革可以为相关法律修改提供
参考，在改革的延长期内，可以将
各地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与国家
层面的立法相结合，确保“可复
制、可推广、利修法”的改革成果
能落实转化为法律。

在改革层面，专家和一些业内
人士认为，在延长期内，土地制度
的三项改革各有侧重：征收制度改
革的重点应在缩小征地范围、规范
征地程序和改革征地补偿方式；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应处理好土
地增值收益在国家和集体之间合理
分配问题；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
在于因地制宜，处理好统一立法和
区域协同之间的关系。

当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
院进行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不止

“三块地”。记者在北京大兴采访了解
到，大兴是国土资源部门的农村“三
块地”改革试点，也是央行银监会推
进的“两权”抵押贷款改革试点地。

一些试点地区基层干部表示，
农村土地改革要突出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打通各部门的“一亩
三分地”。在改革的延长期内，将农
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宅基地制度“三块地”改革
试点与“两权”抵押贷款改革等互
通有无，实现1＋1＞2的效果。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期限延长释放哪些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