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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法者，治之端也。

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布局科学系统，推进蹄疾步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

革中完善法治，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推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中国之治”新
优势

国徽高悬，宪法庄严。

2023年 3月 10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全票当选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左手抚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面向近 3000 名全国人大

代表郑重宣誓。庄严场景，印刻在亿万人民心头。

宪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

的最高法律规范。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推进依宪执

政、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

四十余载斗转星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

重视法治，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

基本方略。改革与法治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阔步向前。

新时代的中国，跃上新的起点，也面对新的挑战

——如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如何解决法治领域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如何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厉行法治，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习近平

总书记一锤定音：“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推进改革，坚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旗帜鲜明，正本清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

讨班上，鲜明指出一些人的认识误区：

“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

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

法律要让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要保持稳

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引领改革。这

两种看法都是不全面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

决策相统一、相衔接，立法主动适应改革需要，积极发

挥引导、推动、规范、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于

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穿透力。”

高瞻远瞩，宏阔布局——

2013 年 11 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专门一个部分

部署“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2014年金秋十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第一次镌刻在党的中央全会历史坐标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

主题并作出决定，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可以说是一个

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此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

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升到新的高度。

系统集成，顶层设计——

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

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

会主任，管宏观、谋全局，定规划、抓落实，推动法治领

域改革向纵深推进，以法治之力护航全面深化改革。

2021年初，《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一亮相，就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这份规划与《法治

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法治政府建设

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一道，勾勒出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施工表”“路线图”，构

建起法治中国建设的“四梁八柱”。

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势，法治保障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在改革中完善法治，改革成效更好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迈上“中国之治”新台阶

时值盛夏，海南自贸港机场口岸等封关运作项目

建设现场一片忙碌，“压力测试”等各项封关运作准备工

作井然有序。

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把制度集成

创新摆在突出位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施行三年

来，海南紧扣改革需求制定一批相关法规，为促进自

由贸易港建设夯实法治基础。

处理好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的关系，把深化改革

同完善立法有机结合，关系着法治进步、改革成效。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采取

“打包”修法、作出决定等方式，为改革顺利推进提供

法律保障；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修改刑事诉讼法，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衔接

机制；修订国务院组织法，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

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提供坚实法治

保障；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认

和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果…… （下转2版）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深化改革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与启示述评之五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7月 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 6月份，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2%。其中，城市上涨0.2%，农村上涨0.4%；食品

价格下降 2.1%，非食品价格上涨 0.8%；消费品价格下降 0.1%，服务价格

上涨 0.7%。1-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1%。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 0.2%。其中，城市下降 0.2%，

农村下降 0.2%；食品价格下降 0.6%，非食品价格下降 0.2%；消费品价格

下降 0.4%，服务价格持平。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变动情况来看，6月份，食品烟酒类价

格同比下降 1.1%，影响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约 0.31 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果价格下降 8.7%，影响CPI下降约 0.19个百分点；鲜菜

价格下降 7.3%，影响CPI下降约 0.15个百分点；蛋类价格下降 3.9%，影

响 CPI 下降约 0.03 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 3.5%，影响 CPI 上涨约

0.10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8.1%，影响 CPI上涨约 0.21个百分

点；水产品价格上涨 1.2%，影响CPI上涨约 0.02个百分点；粮食价格上

涨 0.4%，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降。其中，其他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

娱乐价格分别上涨 4.0%和 1.7%，衣着、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 1.5%，生活

用品及服务、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0.9%和 0.2%；交通通信价格下降 0.3%。

从各类商品及服务价格环比变动情况来看，6月份，食品烟酒类价

格环比下降 0.4%，影响CPI下降约 0.10个百分点。食品中，鲜菜价格下

降 7.3%，影响 CPI下降约 0.15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 3.8%，影响 CPI
下降约 0.08个百分点；畜肉类价格上涨 4.5%，影响CPI上涨约 0.13个百

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上涨 11.4%，影响CPI上涨约 0.14个百分点；蛋类价

格上涨 1.5%，影响CPI上涨约 0.01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环比两涨五降。其中，居住、医疗保健价格均上涨

0.1%；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下降 0.6%和 0.4%，衣着、教

育文化娱乐、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均下降 0.2%。

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0.2%

最新发布

安徽省铜陵市和悦洲是

铜陵市重要的“菜篮子”供应

地，洲上基地蔬菜种植面积

3000 余亩，年产蔬菜 1.7 万

吨。针对汛期以来江水上

涨，当地及时调整轮渡运行，

原渡口被水淹没无法停靠，

启用 S221路段临时停靠点，

主要以保障防汛物资和人员

转移渡运为主。近期江水逐

渐回落，当地逐步恢复蔬菜

渡运。图为渡船在 S221 路

段临时渡口往返运输菜农采

摘的新鲜蔬菜。

中新社供图

保障渡运“生命线”
守护百姓“菜篮子”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7月 10日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0.8%，降幅比上月收窄 0.6个百分点，环比由上

月上涨 0.2%转为下降 0.2%；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0.5%，环比

上涨 0.1%。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 2.1%，工业

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6%。

从6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变动情况来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8%，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57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2.7%，原材料工业价格上涨

1.6%，加工工业价格下降2.0%。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8%，影响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2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2%，衣

着价格持平，一般日用品价格下降0.1%，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2.1%。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降 6.9%，农

副产品类价格下降 2.4%，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降 2.3%，化工原料类

价格下降 0.7%，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0.6%，纺织原料类价格下降 0.2%；

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11.3%。

从6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变动情况来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2%，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13 个百分点。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上涨 0.3%，原材料工业价格下降

0.5%，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1%。生活资料价格下降0.1%，影响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04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上涨0.3%，衣

着价格下降0.1%，一般日用品价格持平，耐用消费品价格下降0.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有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2.4%，

农副产品类价格上涨 1.3%，化工原料类价格上涨 0.2%；建筑材料及非

金属类价格持平；燃料动力类价格下降 1.3%，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下

降 0.5%，纺织原料类价格下降 0.2%。

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 本报记者 时晓冉 郑昱彤

“您好，我们是第五次全国经济普

查事后质量抽查组的工作人员，这是我

们的工作证。此次上门主要是来检查

普查登记相关情况，一是普查登记工作

是否规范，二是主要指标填报质量。感

谢您的配合！”

7月 3日至 4日，伴着蒙蒙细雨，国

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

组长、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

先后来到吉林省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实

地走访众合酒店、哈飞工业有限责任公

司等被抽查单位，认真查看会计资料，

仔细询问运营情况，听取对经济普查的

意见建议。

“您是否收到过《第五次全国经

济普查登记告知书》？大概是什么时间

收到的？”

“普查员是否带着手机、PAD或者

纸质表上门登记？具体是用什么方式

采集数据的？”

“普查员是否就普查表的指标和填

报要求等向您作出说明？”

……

在抽查登记现场，抽查人员按照要

求认真地向被抽查单位的负责人询问

普查登记情况。

“这次事后质量抽查，您事先了解

吗？您对抽查核验结果有没有意见？”

康义在抽查现场仔细了解相关情况后

表示，事后质量抽查是在普查登记结束

后实施的独立调查，是科学规范开展经

济普查的关键环节、科学评估数据质量

的有效手段。同时，他也向广大普查对

象对五经普及其事后质量抽查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配合表示了衷心感谢。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开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

刻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自

今年 1月 1日普查登记工作正式启动以

来，210多万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走街

入巷、不辞劳苦，利用 4 个月的时间采

集了全国数千万家从事第二、三产业活

动的单位、个体经营户、投入产出调查

单位的普查数据，获取了丰富海量的基

础资料，为高质量完成普查工作打下了

坚实基础。

事后质量抽查是经济普查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我国历次大型普查的通用

有效做法。国家统计局党组高度重视五

经普事后质量抽查工作，要求各级普查

机构、抽查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部署，本着对

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担当、善

作善成，严格规范流程，筑牢数据基础。

在充分总结历次普查经验的基础

上，国务院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

组办公室科学制定抽查方案，明确了抽

查内容、抽查方法、业务流程，以及工作

程序和组织纪律等各项要求，从统计系

统抽调千余名业务骨干，组建了 31 个

抽查组。自 6 月 25 日起，31 个抽查组

奔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评估普

查数据质量、检验普查工作质效为目标

的五经普事后质量抽查就此拉开帷幕。

为提高抽查工作的透明度和规范

性，此次抽查还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了

31 名社会义务监督员，全程监督各抽

查组工作，保障抽查工作公开透明。同

时，为了确保抽查的公平公正，对被抽

查地区和抽查对象事先都严格保密，只

有到了抽查现场，在抽查人员和社会义

务监督员的共同见证下，才能开启装有

抽查地和被抽查单位名单的保密信封。

抽查工作启动后，国家统计局领导

即带队奔赴抽查一线，现场调研指导抽

查工作。 （下转2版）

严核细查 善作善成 决战决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事后质量抽查纪实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涨跌幅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跌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