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0月7日 星期六 编辑：王子君 校对：小新 组版：徐凌凌
要 闻04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版权声明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鲜花献英烈，浩
气壮山河。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30 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
出席仪式。

今天是我国第十个“烈士纪念日”。庄严
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国家
繁荣富强的美好祝福。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
立，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
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

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
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深沉
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

“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
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
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

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

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
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
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
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
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
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 名礼兵
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
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登上纪念
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盛放的百合、鲜
艳的红掌、芬芳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
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
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
人民英雄纪念碑。

党的二十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擘画了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
时代号角。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意气风发奋进新征程，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
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瞻仰纪念碑。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
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
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
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
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
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获得者代表，全国
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
加了仪式。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在中秋节、国庆
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28日给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在读英烈子女回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
向公安英烈的家人致以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怀着对党的
感恩之心，立志扛起父辈的旗帜，为守护平安
中国贡献青春力量，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
神圣职责。你们的父辈勇于担当作为，甘
于牺牲奉献，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铭记和
发扬。希望你们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坚
定理想信念，刻苦学习训练，努力练就报国
为民的过硬本领，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
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不
懈努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积
极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1.7
万余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3700余人被评为
烈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接
见全国公安系统英模代表，对弘扬公安英模精
神、照顾好因公牺牲同志的家人提出要求。近
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8 名在读英烈子女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校学习训练的情况
和成长感悟，表达继承父辈遗志、为守护平安
中国贡献力量的决心。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读英烈子女

以英雄的父辈为榜样 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新华社北京10月3日电 10月3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穆罕默德·穆伊兹，
祝贺他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马尔代夫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中马两国不仅是真诚互信、

互帮互助的朋友，更是携手发展、共同繁荣
的伙伴。我高度重视中马关系发展，愿同
穆伊兹当选总统一道努力，弘扬传统友谊，
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国面向未来的全
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穆伊兹当选马尔代夫总统

新华社北京9月30日电 10月1日
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
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
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
关系。

文章重点强调了 6 个方面。一是
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党的二
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
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是对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最高顶层设计。
中国式现代化是分阶段、分领域推进
的，实现各个阶段发展目标、落实各个
领域发展战略同样需要进行顶层设
计。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
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
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
剑、守株待兔。二是战略与策略的关
系。战略与策略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改
造世界、变革实践、推动历史发展的有
力武器。要增强战略的前瞻性、全局
性、稳定性，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
来，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使我们制
定的战略符合实际、行之有效，为中国
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战略支撑。策略
为战略实施提供科学方法。要把战略
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
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

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
战略主动。三是守正与创新的关系。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
的重要思想方法。中国式现代化的探
索就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
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式现代
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
和重大原则，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
确方向。同时，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时代发展要
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
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
领 域 新 赛 道 ，塑 造 发 展 新 动 能 新 优
势。四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式
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
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
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
一。五是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在现代
化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这对关系是一
道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
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
平衡。六是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
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独立
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
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我国
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要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拓展中国
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
在重要位置，指引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在举旗
定向、正本清源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在守正创新、开拓进取中展现新气
象、迈向新征程。

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新时代
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
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次日召开的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
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文化建设中提出的一系
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强调，这些重要观
点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总结，是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根本遵循，
必须长期坚持贯彻、不断丰富发展。

10年前的8月，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语
重心长：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中国
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
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
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

紧扣时代脉搏，围绕中心工作，突出问题
导向，宣传思想文化领域气象日新。

正本清源，坚持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的全面领导——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席话振
聋发聩：

“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
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
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
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锤定音：“要加强党对宣
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
宣传、党管意识形态。”

两度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强调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全党动手”“建设具
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党的领导是
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
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在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要求“群众在
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

习近平总书记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
原则立场，廓清了认识迷雾，校正了工作导向。

守正开新，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
论断——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话语铿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这是“两个结合”重大论断首次正式提
出。此后，“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

持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
识，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
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表明我们党对中国
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
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
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
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固本培元，从赓续历史文化中坚定自信——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中华文明的
五个突出特性，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
文化主体性”。

在总书记心中，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前往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肯定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深
入上海杨浦滨江，强调“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
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在岳麓书院同师生
亲切交流，勉励“当代学生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进一步坚定文化自
信”；来到云冈石窟，指出“让旅游成为人们感
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文化
自信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涵养全民族精神
力量，为复兴伟业凝心聚力。

纲举目张，为文化强国建设擘画蓝图
路径——

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高度，习近平
总书记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指明前进方向：

着眼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明确提出宣
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重视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
系，要求“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着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一次次在出访
时做“文化代言人”，一次次在主场外交中展
现中华文明博大胸怀，生动诠释“文明因交流
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

以文化人、培根铸魂，推动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取得新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
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
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

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
加强思想武装，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
走进北京图书大厦，“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图
书”专区前，《习近平著作选读》摆放在醒目
位置，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阅读。

作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的权威
教材，今年4月3日，这部以中共中央文献编
辑委员会名义编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
作，正式出版发行。

同一天，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一场新的学习竞赛”拉开帷幕。

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
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全党
以理论大学习、思想大武装推进事业大发展。

从历次党内集中教育坚持把理论学习作
为首要任务，到成立中央宣讲团开展基层宣
讲，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指导下，从中央
到地方，理论学习氛围愈发浓厚。

鼓舞精神士气，全国人民凝聚力和向心
力极大提升——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用整整
一天时间，前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
视台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提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

“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
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
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先后出台，以融
合发展为突破口，主流媒体在时代变革中“破
茧蝶变”。

坚定理想信念，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不断涌现——

2022 年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立德
楼，一场以“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做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主题的思
政课正在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教室，向老师和同学
们招手致意，坐到了同学们中间，一同倾听讲
授并参与讨论。

在师生们热烈掌声中，总书记从中国走
过的不平凡之路说起，讲到延安窑洞里的
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
改革开放的惊雷划空……他勉励同学们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
当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引领一批又一批时
代新人坚定信心、强化自觉、提升素质，投身
民族复兴伟业。

推动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迈出坚实步伐——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的

文化自信、强烈的历史担当，把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项历史性工程、战略性
工程来抓，引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的意见》印发，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
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下，中华文化
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

讲好中国故事，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

2023 年 4 月，春天的广州，繁花似锦。
坐落在白云山麓的松园依山傍水，别有风情。

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漫步
岭南园林，临水而坐，观景品茗。千年古琴奏
出一曲《高山流水》，两国元首一起欣赏。

“了解今天的中国，要从了解中国的历史
开始”，习近平总书记纵论古今，“我们对中国
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这两天里，我们的交流友好深入，使我
进一步领略了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增
进了对现代中国治国理政理念的了解。”马克
龙深有感触地说。

一个亘古亘今、日新月异的中国，正以开
放包容的胸怀、守正创新的精神，扎根于中华
大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矢志远大、放眼未来，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
年，习近平总书记持续加深对文化繁荣、文明
创新的关切和思考——

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国历史研究院，
从对历史的思考中汲取走向未来的智慧；到
访古城苏州，感受文化赋予经济发展的充沛
动能；走进陕西汉中市博物馆，思考传统文化
的传承创新……

蘸满历史的笔墨，继续书写新的历史。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
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前
无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更好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
明百花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
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标定目
标，明确任务。

肩 负 新 使 命 ，坚 守 自 信 自 立 的 精 神

品格——
今年5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山

西运城博物馆，强调：“博物馆有很多宝贵文
物甚至‘国宝’，它们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
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要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把中国文明
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2 个多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广
汉三星堆考察，感慨道：“看过以后民族自豪
感倍增，五千年中华文明啊，而且更期待着更
长的中华文明的发现发掘。”

自信，才能自强。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绵延

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明的
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

肩负新使命，坚持开放包 容 的 博大
胸襟——

9月14日，2023北京文化论坛开幕。
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真诚呼吁：“共

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交
流互鉴，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古老的东方大国不仅以卓越的智慧启迪
世界文明，更以海纳百川的气度拥抱世界文明。

“我们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
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纳
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
总书记高屋建瓴，诠释出中华文明的大格局
大气象。

肩负新使命，更加自觉坚持“两个结合”——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
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
基础和前提。”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对“两个结合”进行了深刻系统阐释——“结
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
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
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新征程上，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以真理之
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聚磅礴之力。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要
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
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站上新起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意气风发、昂首前行，踏上充满光荣和梦
想的远征。 （据新华社北京10月6日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纪实

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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