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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
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1月31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
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
监督机制，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
服务体制和制度。2014年 9月 12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
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
步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工
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
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2月8日 中共中央印发《关
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3月4日 胡锦涛在参加全
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民盟、民进界
委员联组讨论时讲话，提出社会主

义荣辱观。
◆4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
若干意见》。

◆8月 《江泽民文选》第一至
第三卷出版。

◆10月8日—11日 中共十六
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要按照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
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11月4日—5日 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峰会通过《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
非 合 作 论 坛 —— 北 京 行 动 计 划
（2007—2009年）》。

◆1月15日 胡锦涛在中共
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话
指出，要着力加强以完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
建设。

◆3月3日—14日 全国政
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
选举贾庆林为全国政协主席。

◆3月5日—18日 十一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
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探
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
体制。会议选举胡锦涛为国家
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
温家宝为国务院总理。

◆5月12日 四川汶川发生
里氏 8.0级特大地震。在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
我国组织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
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
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
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形成
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
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
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6月5日 国务院印发《国
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6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林地的
承包期为 70 年，承包期届满可
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8月1日 中国第一条拥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
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
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到 2020年
底，全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
3.8万公里。

◆8 月 8日—24日、9月 6
日—17日 第29届夏季奥运会、
第 13届夏季残奥会先后在北京
成功举办。这是中国首次举办
夏季奥运会、残奥会。

◆9月14日 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2008
年 9月至 2010年 2月，全党分批
开展了这一活动。

◆10月7日 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专题听取有关国际金
融危机情况和应采取应对措施
的汇报。11月 5日，国务院召开
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
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
措施。此前，9月中旬，由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

◆10月9日—12日 中共十
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
《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
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
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
定并长久不变。

◆12月15日 海峡两岸分
别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州、深圳
以及台北、高雄、基隆等城市同时
举行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
邮的启动和庆祝仪式。2009年
6月 30日，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资
本赴台投资；8月31日，两岸定期
航班正式开通。至此，两岸实现
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12月26日 根据联合国
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人民解放
军海军首批舰艇编队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
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
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
义务、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
线安全。

◆12月31日 胡锦涛在纪
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30周年
座谈会上发表《携手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讲话，就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提出六点意见。

◆3月16日 十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

◆4月14日 中国成功发射第
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始
独立自主建设我国第二代卫星导
航系统。

◆6月3日 国务院印发《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
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
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
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7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 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
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
讲话指出，“一国两制”是完整的概
念。“一国”和“两制”不能相互割
裂，更不能相互对立。“一国”就是
要维护中央依法享有的权力，维护

国家主权、统一、安全。“两制”就
是要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依

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支
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
政区政府依法施政。

◆7月 10日
国务院印发《关
于开展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试
点的指导意见》，
旨在逐步建立以

大病统筹为主
的城镇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7月11日 国务院发出《关

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制度的通知》。指出，将符合条件
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8月1日 胡锦涛在庆祝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周年暨全军
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在
80年的顽强奋斗中，人民解放军培
育和形成了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
来就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
善战。2008年 12月 24日，胡锦涛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
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
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

◆8月30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10月15日—21日 中国共
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
大会正式代表2213人，特邀代表57
人，代表全国7300多万党员。大会
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
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
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
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
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
筹兼顾。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
入党章。

◆10月22日 中共十七届
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决定胡锦涛为中
央军委主席，批准贺国强为中
央纪委书记。

◆10月24日 中国第一颗
绕 月 探 测 卫 星 嫦 娥 一 号 发 射
成 功 ，11 月 5 日 进 入 环 月 轨

道 ，标 志 着 中 国 首 次 月 球 探
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 2010
年 10 月 1 日 ，嫦 娥 二 号 成 功
发射。

◆11月27日 十七届中央
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
到 2012 年 10 月，共集体学习
3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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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 之二十六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
发射成功

2008年8月1日，中国第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
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

杨 业 功 ，湖 北 应 城 人 。
1945 年 2 月出生，1963 年 8 月
入伍，1966年 2月入党，生前系
原第二炮兵副参谋长。2004年
7月，因积劳成疾病逝。

20世纪 90年代初，杨业功
担负起筹建我军第一支新型导
弹部队的重任。他从部队挑选
11名骨干组成集训队。为节省
经费，他们把地方废弃的厂房车
间作为部队的营房。在专业训
练的同时，队员们修道路、整地
坪、筑围墙，用双手搭建了自己
的“大本营”。

1993年，杨业功负责组建我军第一支新型导弹旅，部队当
年组建，当年形成战斗力，当年就成功地发射了第二炮兵历史上
第一枚某新型导弹。

1995 年夏天，在我国东南海域举行的一次重大军事演习
中，我国新型导弹部队组建以来首次公开亮相，这次导弹发射演
练以 6发 6中的战绩，实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心和意图。
杨业功在演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荣立二等功。

2002年，57岁的杨业功报考了军事科学院在职研究生，尽
管工作非常忙累，他仍以惊人毅力修完全部课程。在生命的最
后几个月里，他伏在病榻上完成了题为《建立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应把握的问题》的毕业论文。

2004年 7月 1日，连日昏迷的杨业功病情急剧恶化。妻子
杨玉珍期望着杨业功能亲口交代一下后事，可是，直到他去世，
嘴里念叨的依然是“操作”“出发”……

7月 2日凌晨3时，杨业功逝世。
2005年，中央军委追授杨业功“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

员”荣誉称号，同时追授“一级英雄模范勋章”。2006年，经中央
军委批准，将杨业功列为全军挂像英模，同年，中共中央组织部
追授杨业功“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新华社记者 高玉娇

杨业功：

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

茅以升，字唐臣，江苏镇江
人，生于 1896年，我国著名的桥
梁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中学毕业后，茅以升考入唐山工
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 年，
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茅
以 升 考 取 清 华 官 费 赴 美 国 留
学。1917 年，茅以升毕业于美
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
获硕士学位；此后，又获卡耐
基－梅隆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
位。其博士论文《框架结构的次
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
定律”。

谢绝了国外好几家公司的重金聘请，怀着“科学救国”“工程
救国”的志向，茅以升毅然回国。他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
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南京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
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中国桥
梁公司总经理等。

新中国成立后，茅以升任铁道技术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
究院院长等职。

1955年至 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
会主任委员，接受修建我国第一个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
江大桥的任务。这座大桥是铁路公路两用的双层钢桁梁桥，大
桥将京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衔接起来，成为我国贯穿南北的交通
大动脉，并把武汉三镇联成一体，确保了我国南北地区铁路和公
路网联成一体。

茅以升一生学桥、造桥、写桥。他在中外报刊发表文章 200
余篇。主持编写了《中国古桥技术史》及《中国桥梁——古代至
今代》（有日、英、法、德、西班牙五种文本），著有《钱塘江桥》《武
汉长江大桥》《茅以升科普创作选集》（一、二）《茅以升文集》等。

1987年 10月，茅以升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年 11月 12日，茅以升病逝。
2019 年，茅以升被授予

“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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