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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小康之治
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小康之治史。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距离

1979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小康”，已经过去
41年。

自1985年， 北京商报成为这波澜壮阔历
史长河中一朵浪花。那一年，小平同志说“贫
穷不是社会主义”。

历史在1985年前后踩了一脚油门。 在崔
健“一无所有”的沙哑嗓音里，企业家创业潮
涌，人人带着对小康社会的憧憬，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

35年来， 小康从摸石头过河变成顶层设
计，从“吃穿不愁、日子好过”到“全面建成”和
“全面脱贫”。小康，从目标变成治理。中国，则
换了人间。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北京也经历了自忽必烈建都以来最剧烈

的变化，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增量发
展到减量发展，在小康之治的光谱中，形成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北京样本。

小康之治，北京既提供历史答案，也正在
为未来做注脚。在大干快上的新世纪，北京形
成了总部、金融、科创、文创的比较优势，形成
了超大城市的治理经验； 在砥砺前行的新时
代， 北京重新校正自己的中心优势， 形成了
关于“都”和“城”的新思维。时间拂过北京的
地标和企业，层层叠叠，在这里，可以读懂小
康之治。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而一场疫情，又将这已有或待发的变化，

或放大、或催生、或历练、或考验。
真金不怕火炼。为此，北京商报推出《小

康之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北京样本》
的特别策划报道， 围绕北京治理的方方面面
晕开，透过治理过程的“博弈”和治理思维的
鼎新，折射城市结构升级和治理逻辑之变，勾
画北京在小康之年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新图景。

我们恰在历史进程之中。
治理之难，在于既要也要还要，构成了政

治经济学里的“不可能三角”。公平和效率，规
模和创新，市场与法治，公序与良俗，权力与
权利，等等，构成了彼此勾连又相互龃龉的
“二律背反”。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的人就
生在罗马。

治理之要，在于允执厥中，与时俱进。在
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不走老路，不走邪路，
不走回头路。以人民不同时期的诉求为中心，
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治理不是管理，公仆不是“青天”，这
个破执的过程，一直存在。

35年的时间， 我们经历了百年未有之大
跃迁， 也目睹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小康之
后，还有“两个十五年”，容不得一点懈怠。小
康之治，止于至善。

治理，从来都不是空降的，而是在过去的
积累中不断精益求精的。小康之治，时代是出
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北京疾书，向涛头立。

那些“杀不死”我们的东西，只会让我们
更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