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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

全会强调，党的十九大以来5年党和国家事业的重大成就，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
的。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全党要深刻领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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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
结奋斗

中共十九届七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
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决定将这3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习近平
就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

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2022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新华社记者 燕雁 摄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

2022年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59人。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

10月16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

作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

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

正案）》，决定将这3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习近平就党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向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

会作了说明，王沪宁就《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讨论稿

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

的工作。一致认为，一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

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中央政治局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统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

改革开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加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步伐，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隆重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25周年，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妥善应

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风险挑战，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

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推动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为召开党的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良好条件。

全会总结了党的十九大以来5年的工作。一致认为，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5年。5年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

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

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主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蹄疾步稳推进改革，扎实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突出保

障和改善民生，集中力量实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

会大局稳定，大力度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方位

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

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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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3版）

本报讯（首席记者 满淑涵）10月

12日，省统计局发布的陕西经济社会发

展成就报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陕

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激活

发展潜力，蓄能乡村振兴，千方百计推

动稳岗就业，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增收，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民生福祉

持续改善。

农村居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陕西不断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在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农民增收，

农民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化。

数据显示，陕西农村居民收入呈现

稳定增长态势。2012年至2013年，全

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5763元增至

6503元，增加740元，增长12.8%，增速

较全国平均水平快0.4个百分点；2013

年至202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 7092 元增至 14745 元，增加

7653元，增长107.9%。

202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比上年增长10.7%，增速较全国平均

水平快0.2个百分点。其中，工资性收入

为6104元，较2014年增加2887元，增长

89.9%，是农村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首要

驱动力；经营净收入为4433元，占可支配

收入的比重为30.1%，较2014年增加1682

元，增长61.1%；财产净收入为248元，占可

支配收入的比重为1.7%，较2014年增加

128元，增长106.7%；转移净收入为3960

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6.9%，较2014

年增加2116元，增长114.8%。

从2021年全省各市（区）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看，绝对值最高的西安

市为17389元；较上年增速最快的是汉

中市，增速为11.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农业生产持

续发展，陕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一直

快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速。2012年至

2013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

分别高于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1.0

和2.6个百分点。自2014年实行新口

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陕西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高于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8、1.1、

0.5、0.9、1.1、1.6、3.1和3.2个百分点。

此外，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城镇人

均收入的比例不断提高。2012年至2013

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占同期

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7.8%和28.4%；

2014年至2021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占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比例从32.6%持续增加到36.2%。

2012年陕西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

村居民为1）为3.60，与同期全国城乡居

民收入比3.10差距较大；2021年陕西城

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居民为 1）为

2.76，与同期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2.50

水平相当。

陕西：农民富 生活美

“为秦腔传承发展贡献力量，

为老百姓唱好每一场戏，是我莫大

的幸福。”省政协委员、陕西省戏曲

研究院青年团副团长李娟近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十年来履职

心声。从坚持送戏下乡惠民演出，

再到多件提案推动秦腔立法，她始

终着眼秦腔领域建言发声、奔走呼

吁，将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秦腔

艺术视为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十年间，李娟和她的团队在秦

腔艺术传承和传播的道路上步履

不停，演出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年

均惠民演出上百场。从田间地畔、

百姓家中、敬老院再到农村集市的

戏台上，李娟坚持为百姓送戏，将

精神食粮送到群众身边。

“秦腔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

民。我将这美好的乡音送到百姓

家门口，百姓则用最热情的情感回

馈于我。”李娟说，演出途中，总会有

深爱秦腔的群众送来温热的食物，

担心自己半夜受寒，将家里新买的

厚棉被拿来……这些暖心细节，更

坚定了她“为人民放歌”的信念。

如何促进秦腔艺术 传 承 发

展，是李娟建言的重点。常年外

出演出，李娟发现秦腔受众中年

轻群体少之又少，如何激发年轻

受众对秦腔艺术的热情，引发她

的关注与思考。

为此，李娟撰写了《推动秦腔

艺术走进校园》的提案，呼吁让秦

腔走入学生群体，为秦腔受众群体

注入新鲜血液。

在她看来，通过秦腔进校园，

可以帮助学生领悟到秦腔艺术的

文化魅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在青少年群体中埋下

传承种子，这对秦腔的未来发展

意义重大。

“非常兴奋，非常欣慰！”去

年，在得知自己多件提案推动了秦

腔立法时，李娟激动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复。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