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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延安火炬》，火把照亮欢庆抗战

胜利的各界群众，展现全民族众志成城的

伟力；画作《北平解放》，群众簇拥解放军队

伍前进，见证“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合力；雕

塑《开荒牛》，以“兼收并蓄”的艺术造型展

现改革开放的活力……最近，一档名为《美

术经典中的党史》的电视节目，通过“以画

为体，以史为魂”展现历史大势、诠释党史

大事，让观众领悟到百年党史的岁月如歌、

波澜壮阔。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

荡。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

中发展，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

出：“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

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

好各种历史机遇。”这是穿越百年历史风云

得出的宝贵启示，也是继往开来、再谱恢弘

篇章的重要遵循。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必须进一步把握

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要看到，历史大势浩荡前行，其发展是

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十月革命的胜

利，社会主义的兴起，构成了百年前的世界

大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顺应世界发

展大势的结果。二战后社会主义发展壮

大，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新中

国就是在这时诞生并站住了脚的。邓小平

同志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

到的目的。”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

是基于我们党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不

断扩大开放，不仅契合了经济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也顺应

了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

共同扩大对外开放的国际发展大势。

也要看到，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

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

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

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党

的十八大以来，从贯彻新发展理念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到推动建设更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顺应经济全球化潮

流，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科学谋划，推动党

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

成就。正因为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力

量，善于从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

向，所以面对风险挑战我们有无比深厚的

底气和自信，面对美好未来我们有无比强

大的定力和动力。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

眺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时和

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也在增多。面对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们需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

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

理、探究历史规律，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

关系，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

都需 要 提 出 因 应 的 战 略 策 略 ，增 强 工 作

的 系 统 性 、预 见 性 、创 造 性 。 站在“两个

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峥嵘过去已经彪炳

史册，璀璨当下正在不断延伸，光明未来需

要踏实开拓。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

走得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办好自己的事

情，中国人民一定能勇立时代潮头，中华民

族一定能激荡磅礴伟力。让我们同时间赛

跑、同历史并进，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向着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继续

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

伟大历史时间！

把握“历史大势”，掌握事业发展主动
—从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中汲取力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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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游非遗·影像展”上，新鲜“玩法”

解锁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在“百年百

艺·薪火相传”中国传统工艺邀请展上，观

众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7000 余家

非遗店铺、6 万余种非遗产品参与线上线

下销售活动……前不久，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各项非遗展示体验活动

纷纷开展，非遗变得更加触手可及。

近年来，从赫哲族伊玛堪说唱到古典

民族史诗《格萨（斯）尔》说唱，从西湖边的

绿茶制作工艺到潮绣、潮瓷、潮剧和工夫

茶 ，从 海 南 黎 锦 到 青 藏 高 原 的 编 织 藏 毯

……丰富多彩的非遗与现代生活相融相

通，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秀”、群众欢迎的

“潮流”。巧夺天工的匠心之作引得观众连

连惊叹，世代传承的古老技艺赢得广阔市

场，淳朴丰富的民俗节庆留住心中乡愁，非

遗展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更在创新中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各族人民宝贵的

精神财富，体现着中华文明 5000 多年的继

往开来，需要进行系统性保护、传承与发

展。不久前，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一批具有重大历

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项目列入

了名录予以保护。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

的制作技艺“榜上有名”，让不少人感慨，从

小吃到大的家乡口味就是“身边的非遗”。

截至目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 1557 项。我国已建立起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名录体系，共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

10 万余项。这既是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建设的成果，也是中华文

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

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非遗从来不是

孤芳自赏的“老物件”，不是华丽空洞的“招牌”，而是祖祖辈辈留下来的

智慧结晶，是有生命力的“活化石”，是可见、可亲、可参与的现实生活。

非遗的每一次精彩亮相、每一次引人瞩目，既是人们对技艺之美、匠心

之美的再认识，对传统之美、生活之美的再感知，也是感悟中华文脉、增

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非遗“活”起来、“火”起来，正是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生动映照。“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景区”“非遗购物节”等活动广

泛开展；文旅部在国家级贫困县设立的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成为帮助群

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在一些地方，非遗保护被写入村规民约，助力

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非遗从田野巷陌中“走出来”，传承与发展的

生命力就蕴藏在人们的看见、了解与热爱中。这些启示我们，让非遗

“见人见物见生活”，才能更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惠益人民福祉。

一 个 民 族 的 复 兴 需 要 强 大 的 物 质 力 量 ，也 需 要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不久前，文旅部发布了《“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

确了加强非遗调查、记录和研究，加强非遗项目保护等 6 个方面主要任

务。让更多璀璨明珠照亮前进征程，让凝聚在亿万中华儿女内心深处

的自信化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必将

更加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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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有幸与一位曾任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部警卫队

指导员的“老革命”共事。在出差途中闲聊时，“老革命”回忆起那段艰

苦卓绝、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黑夜行军，翻山越岭，有时刮风下雨，有

时伸手不见五指，饱一餐饥一顿地吃着地瓜干和咸腌菜，可同志们始终

情绪高涨。”这支 1948 年成立于温州瑞安板寮村的游击纵队，在人民群

众的支持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后来成为解放浙南全境的中坚力量。

“当年，革命老区的百姓对我们真是情深至重啊！”庞眉皓发再回

首，这位“老革命”说起老百姓无惧白色恐怖为他们买粮挑粮、面对国民

党军围剿时搜捕逼供始终守口如瓶的场景，总是会激动万分，“如今看

到他们日子越过越红火，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对于老区人民，“老革

命”经常挂在嘴边的是“回报”二字。即便退休后，“老革命”依旧心系老

区建设，担任了浙江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促进会的会长，带着我这个毛

头小伙子跑遍了浙江老区的山山水水，调查研究，咨政建言，为的就是

服务革命老区，回报老区人民。

浙江的山看起来并不高，但绵延起伏的山区一天跑下来，还是会让我

汗流浃背，而“老革命”却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有时跑累了，我们会在农户

家里歇歇脚，和老乡们唠唠嗑。“与山区群众打交道，没有点脚力，不了解群

众内心的真实想法可不成”。与“老革命”共事的宝贵经历，让我获益匪浅，

他的身体力行与谆谆教导也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宝贵财富。

从“老革命”身上，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鱼水情”。以史为鉴，

谁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谁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谁就拥

有永恒持久的向心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

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

为人民谋幸福的历史。”正是这份初心，穿越百年而历久弥坚，成为我们

党战胜一切困难、应对一切挑战的坚固基石，成为我们党满怀信心开创

美好未来的厚重底气。

如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火热实践正在展开，

处处都是为民办实事的阵地，处处都是党员履职尽责的舞台。身为“80
后”的党员干部，更应珍惜新时代创造的奋斗机遇，知责于心、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不断擦亮为人民服务的底色，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作者为浙江省政协办公厅干部）

擦亮为人民服务的底色
别 蒙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组织青

少年走进革命纪念馆，广泛开展党史进校

园活动，通过形式新颖、互动性强的新媒体

产品丰富教育载体……事实证明，注重方

式方法创新，有助于引导青少年铭记党的

历史、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要

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

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

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在青少年中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意

义重大。一方面，党的革命传统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才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

不变色。另一方面，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穗期”，通过革命传统教育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才能培养青少年坚定正确的信

仰、铸造高尚的灵魂、养成良好的品格，使

之 真 正 成 为 担 当 民 族 复 兴 大 任 的 时 代

新人。

注重知识浇灌，就要着力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百年党史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

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领导亿万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

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留下了感人肺腑的奋斗故事。深入

挖掘红色资源，通过这些感人肺腑的党史故

事，能够引导青少年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什

么是假恶丑，什么值得肯定和赞扬、什么必

须反对和批评。应创新教育载体和方式，

通过课堂、图书、展览馆、纪念馆、音视频等

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的形式，让青少年了

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来龙去脉，深入理

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注重情感养成，关键在于厚植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掌握知识只是第

一 步 ，由 此 形 成 正 确 的 价 值 判 断 至 关 重

要。因此，针对青少年的革命传统教育，应

该是一个情感知识化和知识情感化的过

程。把党史知识中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

追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拉近青少年与重

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距离，才能使

他们真正理解、接受、领悟先辈们的情感和

观念。为此，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更加自觉地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要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党史学习中深刻

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所

走过的艰难历程，深刻理解没有中国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进一步坚定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

加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既是一项

夯基固本的工作，也需要久久为功、合力推

进。今年 1 月，教育部印发《革命传统进中

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对中小学革命传统教

育目标、内容、方式等进行顶层设计，推动

实现革命传统教育整体化、系列化、长效

化。面向未来，一方面要坚持效果导向、强

化责任落实，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资源整

合，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惟其如此，

才能让革命传统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

供强大精神滋养，确保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民族复兴大业后继有人。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张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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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
上深刻指出：“在一百年
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
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
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
种历史机遇。”

沿着正确的方向，
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
人民一定能勇立时代潮
头，中华民族一定能激
荡磅礴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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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的每一次精
彩亮相、每一次引人瞩
目，既是人们对技艺之
美、匠心之美的再认识，
对传统之美、生活之美
的再感知，也是感悟中
华文脉、增强文化自信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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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海西宁出发，沿着青藏公路向西

行驶，可以领略草原、盐湖、戈壁、高山、荒

漠等自然风光，走近青海湖、茶卡盐湖、昆

仑山、唐古拉山口等地标。在这条纵贯青

藏高原的交通大动脉上，壮美雄奇的景色

让人赞叹，当年筑路的不易更让人感慨。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筑 路 大 军 劈 奇 峰 峭

壁、越高原冰川、填泥坑沼泽，用 7 个多月

时间，在生命禁区修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

“天路”，创造了在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

“世界屋脊”修筑公路的奇迹，结束了西藏

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青藏公路的筑路者

们，为铸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

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

路”精神，作出了卓越贡献，在新中国建设

史上写下了壮丽篇章。

时光荏苒，筑路者们经历的艰难险阻、

建立的丰功伟绩，人们永志不忘。重要的

是，要把先辈们战天斗地、勇于开拓的精神

火炬传递下去。从当年的建设者到如今的

管护人员，他们以路为家，丰富和发展着

“两路”精神，为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时，沿线区域的群众

以“两路”精神为引擎，苦干实干接力干，绘

就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画卷。

修路时曾经流下的汗水，如今滋养着

这片土地，结出累累硕果。位于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的莫河骆驼场，是共

和国第一个国营骆驼场。为修筑青藏公

路，老员工们驮运物资、出人出力，在苍凉

的戈壁大漠、广袤的雪山草地留下了声声

驼铃。岁月变迁，在几代人的接续努力下，

2020 年末，莫河骆驼场畜牧业实现销售收

入 867 万元，年可出售茶卡羊肉 500 吨。骆

驼场历史陈列馆馆长张存虎说：“先辈们留

下的精神，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也

是拼搏创新的精神坐标。”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奋进新时代，

更 需 要 激 扬 精 神 的 力 量 ，风 雨 无 阻 向 前

进。巴音村是乌兰县的一个村庄，驻村干

部赵福昌深有感触：“当年为修筑青藏公路

付出的巨大牺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唯有

让沿线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才能不负他

们的期望。”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

下，从 2013 年开始，村民“出行难、就医难、

种地难”等问题陆续得到集中解决。村里

有 35户实现了整体搬迁，新的安置点毗邻青

藏公路，临近茶卡盐湖。搬出来的乡亲们办

起了农家乐、吃上了旅游饭，去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 1.7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

雪域架天路，精神耀千秋。行路再远，

也不能忘记筑路之难，更不能松劲懈怠。

振奋精神、实干奋斗，我们一定能够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不负历史、不负时代。

（作者为本报青海分社记者）

雪域架天路，精神耀千秋
贾丰丰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
的。奋进新时代，更需
要激扬精神的力量，风
雨无阻向前进

不久前，财政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

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 2021年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完善县

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支持邮政、快递等

企业开展市场化合作，发展农村物流共同

配送。随着农村物流网络加速布局，更多农

村居民将享受到“快递进村”带来的便利。

这正是：

收寄在门口，

货物畅其流。

村村通快递，

产销运无忧。
勾 犇图 卜 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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