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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中共中
央政治局6月27日召开会议，研究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
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
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7月15日
至18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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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
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
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

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
稿深入分析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谋划了围绕中国

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
部署，是指导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
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

会议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贯彻以下
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
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
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
精神，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
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
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
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
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
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
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

制度；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
上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到
改革和法治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
据、及时把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
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
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

会议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
证。必须坚持党中央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集中统一领导，保持以党的自
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
用改革精神管党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改革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部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强大力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决定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京召开

海丝论坛，一个带着诗意的高层峰会，6月26日至28日再度在
东海之滨的港城宁波启动，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位港
航精英跨越山海，云集甬城，共赴一场全球港航业的盛会。

港口是反映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之一。从2015年的首届至今，
九年春秋，一场国际性论坛锚定宁波这座“海上丝绸之路活化石”城
市，磁石效应越见明显，背景铺陈的是宁波舟山港连续 15年稳居
“世界第一大港”，海疆版图日益扩大，综合实力不断跃升。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港航业挑战，如何直击港航热点痛点，扩
大海丝朋友圈，谋划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又一个黄金十年，本
届论坛给出了若干见仁见智的答案。

在海丝论坛
聆听全球心跳
和中国智慧

海丝论坛的举办地宁波，千年前
的先民们就“以棹为马”，行走于江河
湖海，链接东西方航线，打开中国融
入世界的一道门。千年更迭交替，当
年的古港已成长为现代化大港——
宁波舟山港，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港航繁荣进步，绘就中
国港口同世界港口交融发展的美好
画卷。

目前宁波舟山港已有300余条航
线，连接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600多个港口，形成覆盖全球的航
线网络。其中，“一带一路”沿线的航
线超130条，较2013年增长超70%，

占总航线数4成以上。这张庞大的海
上贸易航线网络，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注入了新的活力。

面对近期国际集装箱供应紧张、
运价快速上涨、部分港口拥堵等情况，
作为货物吞吐量全球第一的港口如何
接招破题？宁波舟山港集团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积极发挥港口枢纽作用，落
实多项服务举措，如进一步加大国际
航线争取力度，进一步提升集装箱周
转效率，进一步创新运力调配和金融
服务模式，缓解风险，化危为机。

记者 周晖
通讯员 洪宇翔 孙耀楠 文/摄

港口是对外交流的纽带，是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海丝论坛内
外，记者目睹了国内外嘉宾云集的盛
况，全球排名前列的码头运营商、集装
箱港口、班轮公司、货代公司悉数派出
高管团队，近3000平方米的宁波国际
会议中心知行厅座无虚席；茶歇时间，
不同肤色的海内外嘉宾亲切交流，聊
生意，聊友情，兴趣盎然。

对于港航国际友人而言，“海丝论
坛”不陌生，也是个“热词”。那么，海
丝论坛究竟有何强大的魅力？

据记者观察，从回归论坛的本质来
看，海丝论坛“含金量”满满，能解决实
际问题，符合与会嘉宾的“刚需”。海丝
论坛上，“最强大脑”聚焦港航发展，“干
货”十足——开拓发展思路，抓准问题
下药，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成果转化。

6月27日上午，在2024海丝
港口合作论坛开幕式暨主论坛上，
《更开放的丝路、更联通的港航、更
繁荣的经贸——2024海丝港航高
层圆桌会议共同声明》（以下简称
《共同声明》）正式对外发布，超
1000位嘉宾现场见证。

本届论坛上，全球知名的港航
企业高层和港航监管组织的重要
嘉宾齐聚一堂，聚焦当下国际港航
热点，探讨港航新动向、新趋势，共
议破解发展难题、痛点的良策，共
同传递出深化合作、促进交流、共
赢未来的期许，并最终全体通过
《共同声明》。

《共同声明》认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发展之路”，

其共建国家和地区应当享有平等、
互利的发展机会，朝着合作、共赢
的方向发展。尽管不同港口和航
运公司有着不同的发展战略和目
标，但只有通过紧密合作、携手共
进，才能更好地促进贸易繁荣发
展。

《共同声明》各声明方承诺，将
坚持港口和航运间的多维度开放
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将以港口和航运业的绿色低碳发
展，参与全球贸易的公平可持续发
展；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黑天
鹅”事件等对港航物流造成的影
响，确保全球贸易的顺利进行，携
手打造更开放的丝路、更联通的港
航。

高层圆桌会议共同发声

含金量高，海丝论坛成热词

向世界展示一张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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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