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化危为机释放经济潜能 

瞄准市场新机遇、捕捉市场新需求，坚持用新理念、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不断

催生新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就能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和世界经济、产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疫情对产业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科学应对、危中思变，才能趋利避

害、化危为机，进一步释放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能量和巨大潜力。 

跑出新兴产业的加速度。这次疫情中，一些传统行业受冲击较大，而无人配送、

在线消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都打开了新空间、迈上了新台阶。比如，疫情

给在线教育提供了一次超大规模的试验机会，未来有望实现较大增长。又如，为防控

疫情、避免人员交叉感染，无人工厂、无人车间不断涌现，人工智能产业得到发展良

机。紧紧盯住新的产业增长点，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及时调整和推动未来产业发展，

才能把这次疫情中的经济亮点变成撬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点。 

打造传统产业的升级版。这次疫情给餐饮、影视、旅游等行业带来不小冲击，但

也带来了重塑、转型的契机。比如，在餐饮领域，已经开辟线上业务的餐馆，受到的

影响相对较小。在家电行业，空气净化器等与健康相关的电器销量上升，智能家居行

业受影响很小。瞄准市场新机遇、捕捉市场新需求，坚持用新理念、新技术改造传统

产业，抓住研发、品牌、营销、体验等关键环节，不断催生新消费、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就能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这次疫情说明，在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我

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面对突发疫情，是否具备相应的应急能力和充足的应急

资源?推广线上教育，如何缩小“数字鸿沟”，确保偏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的孩子也能“停课

不停学”?此外，以 5G、特高压、充电桩和轨道交通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与需求相

比仍较为滞后，亟待加大建设力度。抓紧补上公共服务、民生设施、社会治理、应急

体系、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短板，进一步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扩大供给数量、

提高供给质量，才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平衡、协调、可持续。 

下好科技创新先手棋。疫情期间，从病毒基因测序、诊断试剂盒研发，到红外测

温设备普及、三色健康码应用等，前沿技术在防疫中大显身手。这启示我们，建设创

新型国家当顺势而为，紧跟科技潮流，推进科技政策和体制创新。比如，建立全球科

技创新资源整合利用机制，加快突破技术创新薄弱、缺失环节以及关键核心技术;建立



企业创新需求与高校、科研院所技术供给的对接机制 ;优化引人留人机制，培育产业领

军团队与领军人才 ;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措施，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等等。下好科技创

新这步先手棋，才能在未来发展中占得先机。 

危中有机，事在人为。疫情之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疫情，同时把握好新机遇

新空间，加快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对冲疫情对经济社

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经济潜力巨大、动能强大，将其充分挖掘和释放出来，

必能风雨过后见彩虹，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篇  在疫情防控一线识别干部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一些表现突出的

干部被“火线提拔”。他们夜以继日、坚守阵地，舍身忘我、冲锋在前，在各条战线凝聚

起众志成城的抗疫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火线提拔”这些优秀干部，表明了我们党需

要什么样的干部、人民需要什么样的干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既是检验作风能力和斗争本领的

试金石，也是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磨刀石。一些作风飘浮、推诿扯皮的干

部被免职，与“火线提拔”的干部形成鲜明对比，释放出“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

明用人导向。 

“火线提拔”虽与平时晋升不同，但要求更高。疫情当前，党员干部是守土尽责还是

应付了事，是冲锋在前还是敷衍塞责，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表现突出、工

作得力，符合标准、合乎程序，同时公开透明、有理有据，才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才

能经得起组织和群众的检验。 

“火线提拔”既要突出火线，也要守住底线。大胆使用的前提是实事求是。这就要求

各地在“火线提拔”干部过程中，要把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既要看重干部的抗疫表现，也

要结合干部的一贯表现，还要重视干部在群众中的口碑、了解群众反映，确保提拔有

根据、考察不失察。 

同时，中组部下发的通知和各省区市组织部的相关文件，都规定了重点考察的内

容以及相关工作要求。把“为什么提拔”讲清楚，既是回应公众关切、接受社会监督的必

然要求，也是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挺身而出的示范引领。 

战疫之初，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各级党委要在这场严峻斗争的实践中考察识别



干部”。实践证明，越是重大关头、关键时刻，越能锻炼一个干部、考验一个干部，也

越能识别一个干部。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要求，真正把好事办好，我们才能把对党的事

业负责任、对人民群众有感情的干部选拔出来。 

 

第三篇  发挥数字经济平台独特优势 

数字经济平台利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突破

时空限制，连接各类主体，构建联动交互数字经济生态，采集、共享、利用各类主体

的数据提高交易效率，是支撑和稳定经济运行的一种新型基础设施。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数字经济平台发挥信息聚合、数据共享、资源调配、物资流转以及支持复工复

产、稳定就业等重要作用，在防控疫情和降低疫情负面影响方面体现出独特优势。 

数字经济平台具有的独特优势主要是：第一，融合企业和市场功能。在区块链、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引领下，数字经济平台逐渐融合企业和

市场的功能，在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帮助政府部门、公益

组织和行业协会等有效履行职能。数字经济平台不直接生产产品，而是依靠技术手段

促成双方或多方的供求匹配。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和行业协会等通过平台履行其部分

职能如共享信息、加强舆情管理等，运行效率显著提高。第三，支撑和稳定经济运行

及民生保障。数字经济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联通互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有效开

展，降低疫情对经济运行、就业、民生等的负面影响。第四，具有相关法律保障。电

子商务法、《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的颁布实施，为数字经济

平台发挥作用提供法律保障。依托数字经济平台，进一步发挥其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方面的独特优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进一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实现数据在部门间融通共享。利用区块链、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实现信息聚合和数据共享。利用平台加强疫情防控

重点环节的监控与信息共享工作。比如，可以结合区块链技术，联合数字经济平台建

立双向信息沟通机制，提高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及时性、针对性，增强社会凝聚力。

以区块链为底层架构，探索建立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换机制，在重大突发

事件中建立有效获取真实、可靠信息的核心节点，保障关键部门获取信息、协同工

作，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危机管理的效率。 

进一步完善医疗资源配置，保障医疗物资供应。利用数字经济平台，加强医疗资



源点对点分配与生活资源供应，通过数据采集与信息分析实现资源按需合理调配，将

医疗资源用在关键处。联合有关数字经济平台，将区块链的数据难篡改与可追溯特性

应用于关键物资、重要物资的防伪溯源与分配管理上，实现每一步都有根可循、有据

可溯，助力安全可控、责权利明确的关键物资、重要物资管理体系建设。公益组织也

可委托相关数字经济平台开辟更多助力疫情防控的民间捐赠通道。鼓励相关民间数据

平台参与捐助和需求的对接，优化人财物匹配，发动更多社会爱心人士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 

进一步助力疫情监测，实现精准隔离。可以借助金融服务平台、出行数字平台及

电信运营商等平台力量组建更大的疫情防控信息平台，助力疫情监测，促进统筹协

调、精准发力。同时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在保护病患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前提下做

好精准隔离，最大程度降低疫病对患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四篇  一切为了人民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搅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从一开始，党中央就把疫情防

控定位为“人民战争”。仗怎么打，靠什么赢?依靠谁，为了谁?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场严峻斗争中，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

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

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正是全

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奋斗，使得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人民战疫靠人民，

人民战疫为人民，人民群众是战胜疫情的真正英雄。加强疫情防控必须慎终如始，做

好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构筑起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线，必能压倒任何困难而不被困难

压倒。 

全力依靠人民。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疫情来临，全

党动员，全民动员，党员走在前头，群众紧紧跟上，上下一心，同舟共济。普通医生、

快递小哥、社区保安、种菜农民，个个都是战斗员，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召之即来，

战之能胜。许多群众在危险关头、危急时刻，牺牲小家为大家，利义面前讲大义。有

外国友人感叹：灾害面前，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动员力和战斗力。当前，湖北和武汉

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依然

存在，境外输入病例增多的压力在加大。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只有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社区防控，才能铸牢人民战争的

铜墙铁壁。 

充分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遥想当年，人民群众推小车、送军粮，为

全国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今天面对疫情防控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

战，广大人民群众无私无畏，无怨无悔，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多少医生冒着被传染

的风险赶赴疫情严重地区，多少社区工作者为了维护社区秩序而不惧压力。医疗秩

序、防疫秩序、市场秩序、社会秩序的维持，多数时候是靠普通群众执行落实的。事

实证明，在大灾大难面前，在大是大非面前，人民群众是值得信赖的，党心和民心是

紧密相连的。 

真心善待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生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各级党委和

政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保障米面粮油、肉禽蛋奶等生活必

需品供应。特殊时期，群众在家隔离时间长了，发几句牢骚是可以理解的。各级领导

干部要理解群众，体谅群众，善待群众，做好思想工作，保证群众生活，解决实际困

难。 

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我们坚信，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工作政治优势，这场疫情防控

的人民战争一定能赢得最终胜利，这次抗击疫情的大考一定能交出经得起检验的答

卷。 

 

 

第五篇  提高创新能力 促进创新发展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创新予以高度重视，指

出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创新是现代中国发展的第一动

力。然而纵观当下，我国创新实力却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无论是社会的创新环

境，还是人才的创新能力都与我们的期盼相去甚远，成为当前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重

要课题。因此，我们应注重提升我国整体的创新能力，以更好的推重中国号破浪前

行。 

提高创新能力，要在人才建设上下功夫。“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人才是国家发展的

根本，也是当推动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动力。纵观当下，我国人才建设形势严峻，不



仅因教育模式存在弊端，人才数量相对匮乏，而且各地政府对于引才、用才也不够重

视，提供的“引才条件”不仅大同小异，而且待遇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长此以往不仅

会导致人才普遍创新能力较弱，拉大国内外创新能力的差距，而且也会让高精尖人才

因为待遇问题而外流，制约我国创新力的提升。因此，我们务必注重人才建设，注重

人才培养，提升人才待遇，让具备真才实学之人更好的为国家提供创新动力。 

提高创新能力，要在产权保护上求突破。产权是知识创造者对于其创造的技术享

有的合法权益，也是推动我国创新力提升的根本保障。曾经的万燕公司创造出了 VCD

技术，且没有及时的申请专利，导致最终其仅仅占据极小部分的市场份额 ;而发明优盘

的朗科公司截然不容，在面对金士顿、索尼等 200余个同类的品牌产品时，却因拥有专

利权和迎来了与国际巨头合作的机会，成为了上市公司。从这鲜明的对比中不难发

现，只有真正的保护好知识产权，才能保护好发明人的合法利益，也才能进一步的增

强社会的创新动力，形成争相创新、重视创新的良好风气。因此，不难发现，产权是

激励创新的外在动力。 

提高创新能力，要在创新服务上做文章。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事物的

发展在于与时俱进，政府的服务也应顺应潮流。固然加大资金等传统服务方式必不可

少，但是一些新型的创新服务往往更能推动创新。就像我国当前大力建设的诸多创客

空间，不仅为创客们提供了相互交流、探讨、合作的机会，也为创客提供了一系列的

配套服务，帮助他们更方便的将创意转化为产品，实现创新 ;而近年来比较火爆的产学

研一体合作模式，也有效的对接了市场与大学，将生产力与创造力进行了更好的组

合。为此不难看出，创新也需要政府服务的与时俱进。 

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任务艰巨繁重，当前中国正处于滚

石上山的发展阶段，离不开“创新”的有力支撑，我们务必高度重视全面提升国人的创新

能力，方能为构筑制造强国奠定基础，为中国崛起集聚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