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强调

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在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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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
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围绕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
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
作用，把学习贯彻纪律处分条例、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情况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结
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检视、党性分
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做了认真准备。中央
政治局同志同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
取意见建议，撰写发言提纲。会上，先听
取关于2024年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2024年整治
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逐个发言，围绕会议主
题，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政治
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认
真查摆、深刻剖析，开诚布公、坦诚相见，
气氛严肃活泼，收到预期效果。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聚焦5个重
点。一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更加坚定；二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
价值追求更加坚定；三是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更加坚定；四是带头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更加坚定；五是履行从严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更加坚定。

会议强调，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形
势带来的挑战，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
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
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民生保障扎实有
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法治建设取得新成效，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开创新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
进。这些成绩来之不易。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一致认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
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确保中国式现代
化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全党必须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方针政
策和工作部署。明年是“十四五”规划收
官之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
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
好，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
谐稳定，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
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
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
照检查发言一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并
进行了总结。他指出，这次中央政治局民
主生活会开得很有成效，达到了交流思
想、检视问题、明确方向的目的，有利于中
央政治局增进团结、改进工作、担当使命。

习近平强调，这次党纪学习教育着力

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不上
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推动各级党组
织和领导班子从严抓好党的纪律建设，推
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到忠诚干净担
当，取得明显成效。广大党员、干部的纪
律规矩意识、廉洁自律意识切实增强，担
当作为、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进一步激
发，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进一步
强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成效进一
步彰显。

习近平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
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
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
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
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党的创新理论
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
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
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和规矩，带头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真正做到理想信念坚如磐石，对党赤胆忠
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忘我奉献。

习近平强调，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
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
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
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
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
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
阔空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树标杆、作
示范，不仅要成为遵规守纪、干事创业的
模范，而且要树立鲜明导向，为敢于担当

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
勇争先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
权力、防止以权谋私划出了底线、设置了
禁区，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
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
腐蚀、百毒难侵。只要滋生腐败的土壤
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
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醒、
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
软。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肩负重任，必须
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对手中的权力要慎
之又慎。要抓好分管领域或主政地方的
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同各种不正之风和
腐败现象作斗争，加强对家人和身边工
作人员的教育管理。

习近平强调，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
纪律，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
组）要承担好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
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领导班子成
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一级带一级，推
动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中央
政治局的同志要切实担负起党的纪律建
设的政治责任，及时全面了解分管领域
或主政地方纪律建设情况，对职责范围
内的问题要敢管敢治、严管严治，责无旁
贷当好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
行者、推动者。

习近平最后强调，明年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十分繁重，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楚人民
群众的急难愁盼，弄清楚基层亟待解决的
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研究加以解决。

唱好“双城记”
打造增长极

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晒出了“成绩单” 重庆“1小时免费优惠换乘”
市民出行每年节约5亿元

12月27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国资委党委委
员、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刘嘉熠介绍
我市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在承担战略
使命、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担当和
成效，渝富控股集团、交通开投集
团、物流集团、水投集团相关负责人
回答记者相关提问。

截至11月末，市属国企盘活存
量国有资产973.2亿元、回收资金
389.8亿元。1~11月，市属重点国
企利润总额同口径增长7%，增加值
同比增长4.6%。

近三年，我市年均开通轨道超
60公里，目前交通开投集团系统轨
道运营线路已达12条、运营里程达
523公里，位列全国第七。轨道交
通日均客流由300万人次提升至约
400万人次，公共交通客运分担率
由43.9%提升至54%。

近年来，我市轨道建设速度不
断加快，5、10、18号线过江通道逐
个打通。除此之外，4号线西延伸
段、6号线重庆东站段、15号线等
225 公里轨道线路也正在加速建
设，通过开展核心线路增车工作，线
网最小行车间隔缩短至2分30秒，
高峰拥挤度下降约40个百分点，乘
客出行更快捷、更舒适。

2021年以来，公交运行线路由
694条增加至790条，线网长度由
2764公里增加至3412公里，日均
客流稳定在360万人次左右。

此外，我市2013年起持续落实
“一小时免费优惠换乘”政策，每年
为市民节约出行成本超5亿元；公
交、轨道 100 米换乘覆盖率超过
88%，以接驳轨道为主的公交线路
占比达82%，公交、轨道日均换乘量
约40万人次。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12月27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暨第五届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库联盟学
术会议在渝举行，川渝联合发布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指数报告（2023~2024年）》。

报告显示，2023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指数
为 127.3，较上年提高 14.1 个
点，9 个分指数全部实现正增
长，区域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的
势头愈发强劲。

报告预测，2024年，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指数将继
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指数得分
有望突破135。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指数保持上
升。2023年，该指数为111.0，较上年
提高5.8个点。

2023年，川渝两省市GDP迈上9
万亿元新台阶，达90278.67亿元，同比
增长6%。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指数明显加
速。2023年，该指数上升至133.7，较上
年增长15.6个点。

“轨道上的双城经济圈”初具规模，
2023年，成都、重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达到601.7、538公里，分别位居西
部第一和第二。

现代产业协同发展

现代产业协同发展指数稳中有
升。2023年该指数为106.4，较上年提
高1.5个点。

优势产业集群联建有序推进，2023
年，川渝两地共生产汽车329.3万辆，占
全国汽车总量的10.9%，重庆汽车产量
排名跃升至全国第2位。

科技创新共建共享

科技创新共建共享指数增长强
劲。2023年该指数为160.3，较上年大
幅提高25个点。

科技研发投入持续加力，2023年，
川渝两地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投入强度提升至2.33%，高于西部平均
水平0.7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西部领
先。

文化旅游融合联动

文化旅游融合联动指数大幅回
升。2023年该指数为119.3，较上年提

高30.8个点。
消费市场活力持续迸发，2023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达到3.76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提
高到8.0%。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指数持续向
好。2023年该指数为117.0，较上年提
高5.9个点。

生态共建共保成效明显，水环境质
量持续保持全国第一方阵，2023年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87.4%。

改革开放协同推进

改革开放协同推进指数蹄疾步
稳。2023年该指数为118.2，较上年提
升9个点。

对外开放持续扩大。两地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达到7300亿
元，较上年增长0.13亿元。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快速攀
升。2023年该指数为122.1，较上年提
高13.3个点。

城乡差距持续缩小，2023 年，重
庆、四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分
别为2.28:1、2.26:1，较上年分别缩小
0.08、0.05。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

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指数增速大幅
跃升。2023年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指数
达157.8，较2022年上升20.0个点。

人民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调查显
示，2023 年群众满意度为 99.0%，较
2022年上升0.2个百分点。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唐 琴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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