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方向上坚持党的领导

最近几天，多地陆续公布中
考成绩。很多地方可以说是高
分满天飞。如成都 710 分满分，
去年考上 600 分的有 3900 多个，
今年却有 7000 多个；在无锡与宁
波，中考总分 720 分，600 分的孩
子都无法上普通高中……对此，
部分家长、学生疑惑：明明考了
很高的分，为何却可能去不了好
学校就读？

此前，教育部发布的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显示，我国
80%左右学生，学业表现达到中
等以上水平。由此看来，中考分
数普遍提高，和学生的学业表现
具有一致性，可为何学生的学业
成绩不错、中考分数提高，家长
的教育焦虑却依旧呢？

原因在于，学业表现是对学
生学业的评价，但高中学校和大
学招生，依据的并不是学业表现
的 评 分 ，而 是 学 生 的“ 相 对 排

名”。如果按排名评价、录取学
生的录取制度不变，“越来越好”
的学业表现，只会加剧学业内卷
和教育焦虑。发展优质均衡的
义务教育，必须拓宽完成义务教
育后的成才选择，并建立多元评
价体系，才能切实把学生从繁重
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

80%学生学业表现达中等以
上，可学生中的 40%左右要在中
考 后 进 中 职 ；中 考 中 高 分 生 成
堆 ，可满分 750 分而没考到 700
分的，就可能上不了重点高中，
这是我国家长“教育焦虑”的重
要源头。虽然我国高中阶段毛
入学率已经达到 91.4%，而且从
普高和中职的具体招生数据看，
普职比已经不是家长所称的 1:
1，而是 6.5:3.5，可是 ，家长依旧
认为，让学业表现不错的孩子在
中考后就进中职，是过早地给孩
子“定型”。为避免在中考时进
中职，家长就想方设法提高孩子
的学业成绩。加之近年来的学
业水平测试、中考命题有简单的

趋势，学生的学业成绩与中考分
数水涨船高，学业成绩提高了，
排名却没有提高，内卷、焦虑也
就越演越烈。

很多人希望通过取消中考、
取消中考后的普职分流，来解决
这一问题，让学生和家长不为名
次 而 焦 虑 ，重 视 发 展 自 己 的 兴
趣，并培养综合素质。但是，取
消中考，完成义务教育后实行就
近免试入学，这需要高中教育均
衡发展，而现阶段，我国高中教
育除了将高中分普高和中职外，
普 高 也 严 重 不 均 衡 ，有 超 级 高
中、示范性高中、普通高中。就
是实现了高中均衡发展，完成基
础教育后，也必然有进普通院校
与职业院校的选择。如果仍旧
是普通教育高于职业教育，学生
按分数高低选择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学生的学业负担仍将难
以减轻。

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治理
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我国去年
推进了“双减”，从严监管校外培

训机构，并推进学校教学改革，
要求减少考试，降低考试难度。
如四川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义务教育学校考试和作
业管理的通知》，明确要求义务
教育学校不仅要少考还要降低
考试难度。小学难度系数不低
于 0.95，初中不低于 0.85，初中学
业水平考试不低于 0.70。按此规
定，小学考试平均分不低于满分
的 95%，几乎所有小学生的学业
成绩都会超过 90 分，学业大都成
绩优良。可家长的教育焦虑却
增加了：孩子已经考了 92 分，还
是班上倒数第一名，怎么办?难
度降低的考试，反而进一步刺激
机械性、反复刷题，通过刷题刷
出更高的分数。

我国正在推进的教育评价
改革，要求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
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
评价。落实评价改革，就需要淡化
学生间的横向比较，重视关注学生
个体的成长变化与综合素质。概
而言之，必须摆脱名次评价。实现

这一目标，首先要充分发挥考试的
评价功能，而非选拔功能。

当前，中考和高考都是选拔
考，因此，命题简单反而不利于发
挥选拔作用，会进一步刺激焦虑，
选拔考需要强调区分度。过去20
年来，我国一直要求义务教育阶段
实行等级评价，学校和教师不得向
学生和家长提供非本人的成绩数
据，不得对班级和学生考试结果进
行排名，但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我
国学生和家长关注名次超过关注
分数，是因为考试的主要功能是选
拔，而不是评价。

另外，需要按均等化思路配
置基本公共教育资源，不能再把
教育和学校分为三六九等，要淡
化教育的分层功能。我国新《职
业教育法》将职业教育定位为与
普通教育平等的类型教育，未来
选择职业教育，将不是根据学生
分数高低，而是学生的个性、兴
趣，不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
育，都给学生平等的发展机会与
空间。（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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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高分满天飞，学生“学业优秀”为何家长仍焦虑？

热点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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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勇者》火遍全网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日论衡之世相评弹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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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重大理论和实践问
题》，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或危机。习近平总书记
曾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更好应对前进道路
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
得启迪，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纵观中国
共产党百年来的风险历程，无论风险如何险峻，考验如何重
大，中国共产党都成功应对并逐一防范化解，这在中国历史
上实属罕见，用一句哲人的话：整个过去都是现在的财富。
这财富当中蕴含宝贵的防范化解风险的“秘诀”。

7 月 6 日晚，诗人余秀华发微
博称，她被杨槠策家暴，被抽了上
百个耳光。次日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余秀华确认了此事。记者还
发现，余秀华已删除 7 月 6 日晚发
布的被家暴的微博内容，更新了
一条新的微博内容：“我这一生，
走 得 实 在 辛 苦 ，我 一 直 咬 牙 坚
持。如果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希
望侮辱我的人，打我的人负法律
责任。”对此，杨槠策回应说：“能
把 一 个 深 爱 她 的 人 逼 到 动 手 打
人，真的是我的错吗？”（7月 7日
澎湃新闻）

一段极具戏剧性的感情，在
暴力疑云中草草收场。似是戛然
而止，又似是其来有自。余杨两
人的爱情，来得突然，晒得高调，
原本拿着超越世俗偏见的开篇，
到 头 来 还 是 坠 入 庸 俗 不 堪 的 烂
尾。在最初的热情、勇气消散之
后，在公众目光之外的小小围城
内，两人“相看两厌”，彼此失去了
包容 、失去了耐心，直至矛盾爆
发，覆水难收。

但凡涉及“家暴”，事情的性
质便不一样，不再是儿女情长、爱
恨纠葛，而最终会指向人身伤害
阴影下“妇女权益保护”的命题。
据悉，此事曝出之后，钟祥市妇联
立刻成立专班，第一时间找到余
秀华，而余秀华却明确表示不需
要帮助……

据钟祥市妇联回应，余杨二
人并未领取结婚证，属于同居。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附则中规定：“家庭成员以外共同
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行为，
参照本法规定执行。”这表明有同
居关系的情侣之间发生的暴力行
为也属于“家暴”。“家暴”不是家
事，可若是“家暴”中的受害者拒
不配合、拒绝援助，那么后续的公
共救济以及法律追责过程，也便

难度大增。素来特立独行的余秀
华，在向全世界尽情倾诉一番之
后，却有“点到即止”之势。人性
之复杂，大抵如此！

当然，一面之词未必就是完
整的真相。在恋爱关系、家庭生
活中，余秀华也许是“弱势”的一
方，但在公共舆论场内，余秀华却
是相对的“强者”。其名人身份以
及标志性的“叙事文风”，每每都
会引发热议，甚至会激起共鸣、收
获力挺。这一回，余秀华控诉“他
抽了我上百个耳光”。杨槠策则
回怼，“余秀华一而再再而三触碰
他 底 线 ，包 括 辱 骂 和 侮 辱 人
格”——尽管说，一旦动手“有理
也变没理”，杨槠策洗无可洗，可
是由此也不难看出，这起“悲剧”
背后确实暗藏波涛。

所谓爱情，源于一见倾心的
激情，而最终还是要落到日常的
经营。余杨二人从情投意合到反
目成仇，作为外人，我们并不全然
知道他们到底之间发生了什么。
可即便如此，这桩速生速灭的“爱
情肥皂剧”，还是给大众带来了极
大冲击。此刻，似乎不少看客的
担忧，得到印证。来得快，去得更
快，这段快速触礁的爱情，让那些
曾经对“余杨结合”颇为看好乃至

“赋义”甚多的观众，颇为尴尬。
“余杨恋”破裂后，有网友又

在感叹，“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其
实大可不必。毕竟，余杨二人的
结合，本身就是非典型爱情。爱
情要落地，其在世俗中的种种“变
现”，应当基于审慎的决定，需要
一个磨合的过程，可惜，余杨二人
并未处理好这一切。到头来，余
秀华没能成为大胆追爱、敢爱敢
恨、完满收场的大女主。我们或
许可以惋惜她在爱情“实操”方面
的短板，却也不必上纲上线到否
定“爱情”本身。

随着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关
注，《孤勇者》着实又火了一把。
再次爆红的原因，是人们突然发
现，这首最初由香港歌手陈奕迅
演唱的网络游戏主题曲在以“10
后”为主体的小学生中间刮起了

“病毒式传播”，从各种短视频的
BGM，变成了当代小学生的“接
头暗号”。 孩子们之间已经出
现了“人传人”现象。（7 月 7 日北
京青年报）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
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
肯哭一场”……

湖北武汉一小学两位男生用
钢琴弹奏《孤勇者》，现场不少围

观的同学跟着钢琴声合唱起来；
云南昆明某小学，一个班级连续
三年输掉拔河比赛后，老师唱《孤
勇者》激励学生，与《孤勇者》有关
的话题数次冲上热搜榜榜单……
《孤勇者》的魔力可见一斑。

一首歌爆红有多种原因，词
曲、演唱、制作、推广、创作环境
乃至资本运作，都会起到不小的
作用，但好的音乐作品必然要符
合社会发展趋势才能成为热
点。对于《孤勇者》来说，词曲精
彩、制作精良，无疑是其征服听
众的首要因素。歌曲的词作者
唐恬是一个抗癌十年的女子，她
不仅仅是歌词创作者，也是歌曲

故事的主人公，用心用情的高质
量创作，自然而然引起人们的情
感共鸣。歌词中所蕴含的勇气、
热血以及抚慰、治愈，让这首歌
有了多重解读的空间。“爱你和
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人们不
由自主推人及己，感慨万端，《孤
勇者》不胫而走，赢得人们尤其
是青少年的喜爱，成为高热度流
行音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在今年三月份，就有“小
孩子为什么喜欢‘孤勇者’”的好
奇讨论。直观地看，这首歌节奏
明快，韵律感很强，铿锵有力，很
适合孩子们学唱，于更深层次思
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中 ，在举国抗击疫情的大背景
下，《孤勇者》所传递出来的铿锵
有力的节奏和充满正能量的歌
词，激发了听者潜藏于内心的英
雄梦，给在这个特殊环境下成长
的儿童带来更多的鼓舞和启迪。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因为歌
词，其中那句“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最是扣人心弦。大千
世界，芸芸众生，大多数人都是普
通、平凡的个体，隐在卑微的角
落，每天为了生活辛勤奔波，走在
岁月的暗巷，孤独、沮丧、伤痛轮
番来袭，“去吗？”“配吗？”“战吗？”
各种诘问萦绕在心头，“战啊！”致
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道出每

个平凡英雄背后的不屈与顽强。
因为真心真情，所以大放光

彩；因为懂得，所以共鸣。
真正的勇者是看清了生活

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孤勇
者》这首歌从诞生开始，就带着
励志的基因，其火遍全网，是一
种音乐现象，也是人们对于梦想
与现实、平凡与英雄、坚持与放
弃等沉重思考的种种投射，我们
期待有更多积极向上的优秀歌
曲成为全民儿歌，传唱不衰，鼓
舞人心，也祝愿更多的普通的

“孤勇者”能够走上更大更亮的
舞台，拥有更多的能量，追逐梦
想，不负此生。

党的十八大作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
大部署，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提高
全民海洋意识、发展海洋事业、建设强大
海上力量，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海洋观。作为世界上利用海洋最早的
国家之一，中国地处亚洲东部、濒临太平
洋，但长期以来海权海利意识的缺失，导

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欺凌、国家孱
弱、人民贫病，开启了中国人民伟大抗争
的历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海
洋强国是其中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千年广州自古
以来就是商贸名城、文化名城，是对外开
放的桥头堡和前沿阵地，向海图强，广州
应有所作为、亦必有作为。

从百年党史中寻找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之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共产党
的先进性在于，它会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早在 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同黄炎培等
党外民主人士谈到执政周期率问题，为了防范

“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提出全党要
保持谦虚、谨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不断反思，提出“什么是
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他
有一句名言：“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的过程中，经常用两句话“你们都知道温水煮青
蛙的故事吧？”“杭州雷峰塔是怎么倒掉的吧？”
来警惕、提醒全党要防范新时代面临的风险。

在以史为鉴的经验基础上，党还善于科
学把握时代局势，对未知领域进行科学研

判，分析和评估新时代风险产生的根源、形
式、态势及预见风险可能产生的后果，正是
有执政的忧患意识和科学研判精神，才能在
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局势下，认清形势，力
挽狂澜，化解危机，不断开拓事业的新境界，
这种把握“时”与“势”的认知能力，是我们党
百年来战胜一次又一次风险的重要前提。

（作者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副院长、教授）

注:本文系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2 年度人
文社科项目重点培育专项“新时代中国共产
党防范化解执政风险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2022ZDPY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2
年度重大研究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广东实践研究”（项目编号：GD22ZDZ01-19）
的阶段性成果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
1844 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提出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的重要论断。“党
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
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无论面临多
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价，
这一点都始终不渝、毫不动摇。”这一论述宣
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防范化解风险问题上坚
定的人民立场。

百年来，我们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取
得前进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胜利，克服无数次
重大风险，都是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
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和
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百年
来，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抵御风险的能力不
断增强，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本质和目的。

历史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
兴衰更替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所以毛
泽东一再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指出：“共产
党人的一切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
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
最高标准。”所以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党
必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切实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
谱写好人民美好幸福生活，这样才能构建抵
御党的执政风险的铜墙铁壁。

“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
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
稳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硬道理，也是抵御
风险的硬道理。

百年来，世界社会主义政坛的执政党有
些垮台了，究其根源就是经济建设没有发展
好。经验表明，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极
大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才
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因此，我们党的历代
中 央 领 导 集 体 在 经 济 建 设 方 面 都 十 分 重
视。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政
权的巩固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基础
之上。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
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
这个中心，并且指出：“人民为什么现在拥护
我们？就是这十年发展，发展很明显。”党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同志坚持且不

断发展邓小平思想，他多次强调：“能不能解
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事业
兴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发
展的困境，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
和 谐 、可 持 续 的 科 学 发 展 观 ，取 得 了 防 止
SARS、地震等自然灾害的重大胜利。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发展理
念，注重“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观。正是因
为党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让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抵御了国内外全方位的风险，赢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新时代，发展仍是安全的基础和目的，
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
与安全”的指示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
平衡。

百年来，无论是革命、建设还
是改革，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是
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它是实践的、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被实践检验证明它是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党立国的
根 本 指 导 思 想 ，它 不 是 教 条 主
义，而是思想行动的指南。党自
成 立 以 来 ，无 数 次 实 践 经 验 表
明，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抵御各
种社会风险的重要经验之一，就
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我
国抵御风险的实践紧密结合，并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依

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理论创新，来解决时代发展
所遇到的新风险、新矛盾。

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
和解决了各个历史时期党所面
临的风险挑战。正是中国共产
党勇于理论创新，自我革命，坚
持与时俱进，将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才使得中国共产党人掌握防范
化解风险的看家本领，维护了党
的执政安全，回答了时代之问的
科学命题。

“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
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
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党是领
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力量，一个
政党、一个国家，面对风险、化解
困境，关键在于坚持党的这个领
导核心。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全
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
领导核心，社会主义事业要取得
胜利，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核心。”

革命战争年代，面对中华民
族的危机，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
民族独立和解放，结束烽火连天
的革命岁月，进而“站起来”。改
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任
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
心 ，没 有 核 心 的 领 导 是 靠 不 住
的。”遵义会议正式确立毛泽东同
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让革命开
始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十一届三
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
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做出改革
开放的伟大决策，开启改革新纪
元。改革开放新时期，依靠党的

领导，克服了改革开放中，思想封
闭、组织涣散等风险，开启波澜壮
阔的改革进程，进而“富起来”；十
八大后，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率领中国人民实现

“强起来”的中国梦。其中，每一
代领导人所经历的风险考验，都
是对党的领导核心的一次烈火淬
炼，这个考验为党应对风险提供
了根本的政治保证，是实现执政
安全的关键所在。

当前，世界上许多执政党的
兴衰历史证明，执政党的内源性
风险是最危险的。我们党历来都
是非常重视加强自身建设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百年来，无论是革命
还是和平时期，始终都抓住权力
运行和制约这个关键，坚持从严
治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到
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高度历史
使命自觉。百年宏大的历史叙事
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风险来
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
骨”。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抓手上坚持经济建设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立场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在防范化解风险的认识上坚持以史为鉴

□刘秦民

为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广州力量
□张新标 汤小静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二疆土”
和“蓝色粮仓”。当前，广州公众的海洋
意识普遍不强，对广州作为一个海洋城
市认识不足，因此，应更新海洋观念，强
化海洋国土安全、利益和开发意识的宣
传教育，将海洋国土意识教育融入大中
小学各类课程之中。要加大投入力度，
以商业思维和逻辑整体推动海洋要素的
整合，修复海岸线生态，提升海洋景观资
源优势，打造滨海文化长廊，依托珠江、
海岸线，打造商贸文化、海防文化、军事
文化，以丰富的自然与历史文化遗迹为

“点”，以贯通海陆空轨的公共立体交通

为“线”，充分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商贸、
文化旅游，凸显广州的海洋特质，激活广
州高端滨海旅游的潜力。要构建立体、
开放的人才培养体系，以新工科 、双一
流、高水平大学建设为契机，发展海洋文
化教育，加大对海洋科研院校的政策扶
持、资金投入和人才支持，构建贯通本硕
博的涉海综合交通类高等教育体系，加
速人才培养，实现海洋文化教育产业融
合、产学研一体化，着力打造海洋人才高
地。

（张新标是广州航海学院副教授、博
士；汤小静是广东药科大学讲师、博士）

●提升海洋国土意识，彰显海洋强国的广州作为

广州是一个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一
个城市，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上贸易的
一个中心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
应当说，海洋孕育了岭南文化敢闯敢干
敢为的特殊品格，赋予了岭南文化独特
而鲜明的海洋性格。作为近现代革命的
策源地，广州依凭沿海地利，得天下风气
之先，民智开启最早。作为国民革命的中
心和我党早期主要活动的重要地区，广州
担负起初步认知革命规律、探索中国革命
和党的建设的使命任务，开创了马克思主

义早期传播的“广州样本”，是百年党史的
一段生动见证。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
广州发挥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以其独特
的开放禀赋为新生的共和国冲破西方封
锁杀出一条血路，打开了新中国与世界连
接的“南大门”，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建
设理论的探索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带一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粤
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是广州的时代新
标签，也是历史新方位赋予广州的光荣
使命。

●活化海洋文化资源，讲好海洋强国的广州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海洋强国，
必须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释
放“海”的潜力。要科学规划决策，挖掘
广州的海洋发展潜力。做好广州海洋经
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和广州海岸带综合保
护与利用规划，建设海洋强市，使海洋经
济发展成为广州积极应对两个大局、实现
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引擎。要转变
发展观念，提升广州的海洋城市功能。主
动融入湾区建设，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核心
增长极功能，发挥广州海洋资源配置中心

的作用，瞄准世界一流湾区，实现大湾区
在教育、科研、文化、经济合作等各方面的
深度融合，服务新发展格局。要集合广州
海洋科技创新力量，整合、提升涉海科研
院所、企业的科研优势，打破各自为战的
固有格局，形成合力，增强海底采矿、海上
风电等资源开发能力，重点布局天然气水
合物的研发和开采、海洋生物医药、海洋
电子信息等产业，打造“蓝色药库”，挖掘
海洋蓝色宝库的价值。要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广州的海洋服务能力。

●优化海洋资源配置，释放海洋强国的广州潜力

海洋是生命摇篮、资源宝库，是世界
各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的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我国应提升海
洋战略思考、强化海洋战略优势。要科
学规划决策，明晰广州的海洋战略定位，
提升海洋规划、治理、发展、服务的职能，
重视向海发展，注重海洋资源的系统开
发，统筹海洋国土安全与海洋国土开发
关系，形成海陆空一体化的发展新格局，
为海洋强国战略特别是南海开发战略提
供战略支撑。要对标国际先进，锚定广

州的海洋战略目标。
广州有 162 公里海岸线、400 平方公

里海域、14 个海岛，要突破传统沿江发展
模式，从沿江走向大海，将海洋资源优势
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后劲，从近海走向
深海，发挥广州千年商都的作用，提升广
州的海洋品质，通过高起点规划、精细化
管理，摸查清楚广州的海洋“家底”，发挥
广州的地理区位优势，参与全球海洋治
理，提升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能力与品
质。

●服务海洋强国战略，谋划海洋强国的广州定位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