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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全国 GDP总量接近 100 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这两个带有标志性的数字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总

体上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小康社会正在神州大地展现出生动的现实图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我们既要补足短板，打好脱贫攻坚

战，坚持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底线思维，更要谋划长远，树立战略思维，及早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研判“后小康社会”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朝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坚

定前行。 

首先要进一步巩固现有发展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证 2020 年如期实

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前，全国还有 500多万贫困人口，要实现全面小康，必须啃下这块

硬骨头，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这就需要持续推进精准扶贫，以确保小康路上困难群众不

掉队，真正将全面小康落实为惠及全体人民的成果。 

其次，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认真研究新情况、应对新挑战、解决新问题。面对当

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我国发展的国际形势日益错综复杂，贸易保护主义与单

边主义抬头，我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前所未有地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只

有保持头脑清醒，增强战略定力，牢牢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始终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才能

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节点，奋力而上、顺势而为，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

出坚实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不仅在国际环境上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内发展也存在诸多棘手

的问题，急需破解“成长的烦恼”。随着我国即将进入“后小康社会”，不仅社会主要矛盾发

生了新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告别高速增

长的阶段，但新旧动能转换仍未完成，创新驱动亟待提升，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凸

显，实现高质量发展任重道远；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

续扩大，但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固化之势明显，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尚需破解之道；人口

老龄化问题严重，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巨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临新困境。伴随发展难题而

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既说明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已处于新的历史变

革期，亟须我们寻求新的突破，也预示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未来之路绝非一片坦途，前方遇到的问题只会更复杂，任务只会更艰巨，只有坚定信心，迎

难而上，才能披荆斩棘，开创出新的天地。 

第三，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树立忧患意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继续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

能力现代化，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历史和现实证明，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在于找到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当前，我国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框

架系统已经建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制度不是

一套抽象的规则，制度的完善更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迭代更新，才能与时俱进。这就需要

以改革创新的勇气大力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实现自我优化、自我完善，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新境界。 

最后，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鼓足干劲，不放松、不懈怠，保持时不我待、接续奋

斗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是新中国成立

七十多年来几代中国人持续奋斗的成果。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成就属于过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

奋斗的终点，而是下一站行程的加油站。从今年算起，到本世纪中叶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还有三十年的时间。这三十年将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

至关重要的三十年。为了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只有戒骄戒躁，奋力拼搏，以昂扬的进取精神

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一步接着一步跑，一代接着一代干，才能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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