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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富饶美丽的新疆，首先是一个和
谐稳定的新疆。

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
区和兵团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抓细抓
实各项工作，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
面”，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推进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提供了科学指南，为我们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提供了根本遵循。

自古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
安。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关系全国
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
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
确指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新疆工作
的总目标”，这是党中央根据新疆形势和全
国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明确了新形
势下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在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保持新
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去年7月总

书记亲临新疆视察工作时强调，要推动维
稳工作法治化常态化。没有稳定，万事皆
空，无论过去还是未来，稳定始终是新疆发
展繁荣的生命线。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坚持把维护稳定作为压倒一
切的政治任务、重于泰山的政治责任，坚
持依法治疆、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扭转了
新疆暴恐活动多发频发的局面，确保了社
会大局持续稳定，实现了各族群众对幸福
安宁的渴盼，天山南北呈现一派安定祥
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各族干部群众意
气风发、豪情满怀，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疆篇章。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风险挑战，
越需要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新疆而
言，发展与稳定，不是一道“能否处理好”
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处理好”的必答
题。

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要始
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抓稳定

和促发展两方面工作的统筹结合，以稳定
确保发展，以发展促进稳定。要着眼长治
久安，高举法治旗帜，用好法律武器，提升
法治化水平，筑牢稳定的法治基础。要完
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把开展反
恐反分裂斗争与推动维稳工作法治化常
态化结合起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加强源头治理。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
国化，有效治理各种非法宗教活动。在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惟有安不
忘危、治不忘乱，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巩
固好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才能为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更好建
设美丽新疆保驾护航。

新疆工作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
局。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责任
重于泰山。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党
的治疆方略的理解和认识，增强时时放心
不下的责任感和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
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巩固好来之不
易的社会稳定局面，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更好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
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丽新疆。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黑宏伟）《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2）》近日出炉。《报告》显示，2022 年，
新疆数字经济规模逼近5000亿元大关。

从数字经济规模看，2022 年，新疆数
字经济规模达到 4906.92 亿元，同比增长
15.3% ，占 GDP 比 重 为 28.42% 。 2017—
2022 年，新疆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增速为
14%，快于全国平均水平 0.96 个百分点。
新疆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再上新台阶，数字
经济作为宏观经济的“加速器”“稳定器”作
用愈发凸显。其中，乌鲁木齐市的数字经
济规模以绝对优势位于第一梯队，昌吉回
族自治州、阿克苏地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和克拉玛依市位于第二梯队，其余各地州
市位于第三梯队。各地州市数字经济规模
平均值较上年增加46.51亿元，有超过六成
的地州市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低于平均值。

从区域特征看，乌鲁木齐市得益于人
财物等资源禀赋和政治、经济、文化核心功
能区的影响，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呈现出以
乌鲁木齐市为核心，向四周辐射的分布。
北疆的数字经济发展区域“鸿沟”显著，南
疆数字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协调的分布，但
总体是低水平的。

从内部结构看，2022年，全国数字经济2
∶8比例结构较为稳定。新疆数字化产业和
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规模的比值约为1∶
9，但内部结构正在不断优化。数字产业化
向强基础、重创新、筑优势方向转变。同时，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加
突出赋能作用，与实体经济融合走深向实，
产业数字化探索更加丰富多样，产业数字化
对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

当前，新疆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发展水
平较低、结构有待完善、区域间发展不平衡
等问题。因此，《报告》建议要加快推动数
字产业化上规模、提水平；建设“八大产业
集群”产业互联网平台，深化产业数字化发
展；推动差异化发展，缩小区域数字鸿沟；
成立新疆大数据交易所，逐步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健全数字经济统计与评价体系。

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
新疆日报记者刘毅）8月28日，在
第五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自
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河南省
等七省份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部
门签订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合作
框架协议。签约双方将建立长期
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促进
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次与新疆签订协议的省有
河南、广东、黑龙江、湖南、吉林、
江苏和浙江。

协议提出，将持续加强省份
间粮油企业合作，推动提升签约
双方粮油企业间的产销合作，促
进企业间相互联合，实现优势互
补，支持双方企业到对方投资办
厂，将双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双方粮食和物资储备管
理部门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在
粮油产品运输保障、储存、销售等
方面为企业的产销合作提供帮
助，争取和协调相关部门的扶持
政策，促进双方合作的持续、健
康、稳定发展。

“合作双方还将利用各类粮
油交易会等契机，为新疆企业搭
建展销平台，提高产品知名度。”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
王燕说，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将与签约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管理部门建立相互交流机制，定
期或不定期举行交流活动，分析
形势，研究政策。积极发挥粮食
行业协会作用，支持鼓励两省区
粮食企业加强沟通。合作双方
还将适时互派干部到两地粮食
和物资储备管理部门及企业挂
职锻炼，派专家到新疆指导粮食
产业发展和流通工作，提高粮食
产业发展水平。

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局面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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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疆日报报道 （石榴云/新疆日报
记者张艳芳）8月27日，由自治区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闻办公
室、中国新闻社共同主办的中国新疆—中
亚媒体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家的21家主流媒体机
构负责人，与中国的主流媒体同行共同探
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

中方嘉宾在研讨中表示，在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国新疆与中
亚国家交流合作前景广阔、大有可为。作
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最前沿，新疆将集中力
量打造“八大产业集群”，着力构建内外联
动、东西双向互济的高水平开放格局，在深
化开放进程中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以此
次研讨会为契机，与中亚国家媒体深化务
实合作，共同讲好丝路故事，携手为构建更
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智
慧和力量。

哈萨克国际通讯社副总编辑哈纳特·
托卡巴耶夫表示，我们已与包括中国的新
华社、中国新闻社在内的全球 50 多家媒
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哈萨克斯坦与中国
媒体之间的合作，能够极大促进本就友好
的两国关系更好更深地发展，增进互相了
解。

吉尔吉斯斯坦国会议员、《回民报》总
经理卡里姆·汉哲扎在演讲中称，通过两国
媒体合作，吉国读者了解到新疆的自然风
光、普通民众的生活等真实信息，中国读者
也能获得有关吉国的各种信息，信息的相
互交流增加了彼此的信任度。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社长
梅杰尔别克·谢尔梅塔利耶夫说，在今年召
开的中国—中亚峰会上，中国与吉尔吉斯
斯坦签署了多份合作文件，在这些合作项
目的落实中媒体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将继
续加强与中国的出版社和媒体的合作。

塔吉克斯坦国家电视台第一副总经理

阿木尔洪·塔乔夫表示，愿意与中国同
行进一步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实施
联合项目，积极开展电视、广播节目互
译互播，共同讲述中国与中亚睦邻友
好的关系。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总编
辑鲁斯兰·肯扎耶夫介绍，过去几年，
国内媒体开始更多关注中国。中国新
疆与中亚国家媒体之间建立更密切的
合作关系，有助于加深中亚各国对新
疆的了解。

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建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兵团党委副
书记刘见明出席会议并致辞，中亚四
国的主流媒体负责人作了主旨演讲。

此次研讨会，是中亚媒体高层新
疆行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活动期间，
中亚媒体人参访乌鲁木齐市、昌吉回
族自治州、吐鲁番市等地，实地了解新
疆的真实情况。

中国新疆—中亚媒体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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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是终
身学习的开端，也是
国民教育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8 月
28 日，学前教育法
草案提请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五
次会议初次审议。
我国通过专门立法
促进学前教育普及
普惠安全优质发
展。这个法律草案
有哪些看点？“新华
视点”记者采访了专
家及幼教一线从业
人员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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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