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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次 全 会 决 议 对 百 年 奋 斗 历 程

中 党 注 重 进 行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作 了 全

面 总 结 ”，在 省 部 级 主 要 领 导 干 部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精 神 专

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体现了我们对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新认识，这方面

更要深入学习领会，以利于更好认识和

把 握 党 的 百 年 奋 斗 重 大 成 就 和 历 史

经验”。

我们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

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党

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

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

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

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在党和国家历史问题

上正本清源，取得了显著成效。习近平

总书记到地方考察，都要瞻仰对我们党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

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主要的基本上

都走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情感慨：

“从党的一大会址到党的各个重要革命

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纪念地点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

革开放重要纪念场所等，每到一地，重

温那一段段峥嵘岁月，回顾党一路走过

的艰难历程，灵魂都受到一次震撼，精

神都受到一次洗礼。每次都是怀着崇

敬之心去，带着许多感悟回。”历史深刻

启示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

么出发。

实践充分证明，对历史进程的认识

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

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

主动。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全社会开展

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就是为了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

争精神。一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受到

了一次全面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淬

炼、精神洗礼，全党历史自觉、历史自信

大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大大提升。必须深刻认识到，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我们能否继续交出优异答

卷，关键在于有没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一百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

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

间正道，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

大底气，是我们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

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

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历史认知是

历史自信的重要基础。要持之以恒推

进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让正确

党史观更深入、更广泛地树立起来，让

正史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和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

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怀信

心地向前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

议强调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

史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

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

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坚定、更加

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更好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六

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

要继续抓好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总结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成功经验，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全党要以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深入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做到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

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更好用党的创新理论把全

党武装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各项

任务落实下去。要原原本本学习全会

决议，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学懂弄通党坚守初心使命的执着奋

斗，学懂弄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

历史经验，学懂弄通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的重要要求。要用好党委（党组）理

论学习中心组制度，用好干部教育培训

机制，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用好

红色资源， （下转第三版）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

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超过 1000 天！

月背征途再传喜讯——2021 年国

庆前夕，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月

球车在轨工作超过 1000 天，两器状态

良好，继续刷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

的工作纪录。

4 亿公里之外的天问一号也传回捷

报——天问一号环绕器准确进入遥感

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祝融号火星车在

火星表面累计行驶超过 1400 米，获取

巡视探测原始科学数据约 560GB，能源

充足、状态良好。

作为总设计师，孙泽洲时刻关注着

两个探测器的最新进展，听到这些好消

息格外欣慰。

2019 年 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

员代表时强调，太空探索永无止境。我

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要为实

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为推动世

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为人类和平

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孙泽洲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激励着广大航天工作者勇攀科技高峰，

为建设航天强国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不懈奋斗。”

伟大事业都始于
梦想，从登月到探火，
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勇攀高峰

“总书记的手很宽厚，给人无穷的

温暖和力量。”孙泽洲至今难忘习近平

总书记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

参试人员代表时的场景。 2019 年 2 月

20 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

璨，暖意融融。站在第一排的孙泽洲，

心情十分激动。

2019 年 1 月 3 日，嫦娥四号探测器

顺利在月球背面预选区着陆。这是人类

历史上首次实现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着

陆和巡视勘察，也是首次实现地球与月

球背面的测控通信。来自中国的探测器

在月球背面留下了世界探月史上的第一

行足迹，揭开了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开

启了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新篇章。

工程全线数万名科技工作者夜以

继日的攻关探索、勇攀高峰，托举起嫦

娥四号任务的成功。嫦娥四号成功落

月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孙泽洲与同

事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总书记会见参研参试人员代表，

让我们备受鼓舞。”孙泽洲激动地说。

2019 年 2 月 20 日 下 午 3 时 30 分 ，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

参研参试人员代表中间，全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总书记健步走来，亲切地同大

家握手、交流。”孙泽洲说，总书记面带

微笑，目光温暖，“那一刻，大家的自豪

感与自信心油然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告诉我

们，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梦想是激发

活力的源泉。中华民族是勇于追梦的民

族。党中央决策实施探月工程，圆的就

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飞天揽月之梦。

月球探测的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

功实施，都是人类认识和利用星球能力

的充分展示。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每

一个行业、每一个人都要心怀梦想、奋勇

拼搏，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在

奋力奔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

“ 总 书 记 的 重 要 讲 话 指 引 着 我 们

不 断追求新的梦想，不断实现新的突

破。”孙泽洲说。

来不及细细品味嫦娥四号任务成

功的喜悦，孙泽洲很快又投入到天问一

号任务中。从登月到探火，从 38 万公

里到 4 亿公里，筑梦苍穹之路愈发充满

考验。未知的深空环境、超远距离测控

通信、探测器自主着陆等，每一个环节

都面临各种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化为航天

人科研攻关的强大动力，鼓励着他们攻

坚克难，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高峰。

天问探火，迈出我国星际探测征程

的重要一步。2021 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

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预选着陆区，在

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

探 月 工 程 也 不 断 取 得 新 突 破 。

2020 年 12 月 17 日，嫦娥五号返回器携

带月球样品成功着陆，为我国未来月球

与行星探测奠定坚实基础。

载人航天迈入新阶段。2021 年 6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 3 名航天员顺利进驻

天和核心舱，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

间站。几个月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成功将新“太空出差三人组”送入空间

站，3 名航天员将开展迄今为止我国最

长的太空驻留。

一次次振奋人心的成功发射，一项

项令人惊叹的重大成就，凝结着中国航

天人的汗水和智慧，展示着中国实现科

技自立自强的决心和勇气。

伟大事业都基于
创新，自主创新要敢
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

“实践告诉我们，伟大事业都基于

创新。创新决定未来。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不是一片坦途，唯有创新才能抢

占先机。这次任务实现了多项创新，

填补系列国际国内空白，充分体现了

自主创新要敢下先手棋、善打主动仗

的精神。”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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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
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航天科技
成就是国家科技水平和科技能力的重要标志。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
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

本报北京 1 月 16 日电 （记者

罗珊珊）商务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

2021 年 全 国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金 额

11493.6 亿元，同比增长 14.9%，实现

两位数增长，规模再创新高。

高 技 术 产 业 和 服 务 业 引 资 增

长较快。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 17.1%，其中高技术制

造业增长 10.7%，高技术服务业增

长 19.2%。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

额 9064.9 亿元，同比增长 16.7%。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投

资增长较快，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

长 29.4%和 29%。

东中西部引资全面增长，同比分

别增长 14.6%、20.5%和 14.2%。

据介绍，2022 年，商务部将继续

落实“六稳”“六保”政策，围绕“稳住

外贸外资基本盘”，从进一步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推动开放平台

建设、进一步加强外资企业和项目服

务保障、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等方面入手，推动稳总量、优结构、

提质量，更加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去年全国使用外资去年全国使用外资
金额超金额超 1111000000 亿元亿元

规模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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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画卷

高高原机场 云端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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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总是令人期待。北京冬奥

会、冬残奥会开幕在即，党的二十大

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步履铿锵。在坚韧不拔、欣

欣向荣的中国，处处皆有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的奋斗故事。

今 日 起 ，本 报 开 设“ 新 春 走 基

层”专栏，我们的记者奔赴四面八

方，追寻新春的气息，带您一起见证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讴歌赓续传

承的伟大事业，感受昂扬奋进的时

代脉动。

开栏的话

新数据 新看点

今年春运 1 月 17 日开启。铁路部门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质量，努力让

旅客获得更好的体验。（相关报道见第十三版）

图为 1 月 16 日，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南昌客运段值乘的 D6506 次列车上，工作人

员为儿童旅客送新年礼物。

丁 波摄（人民视觉）

凝神屏气，张莲花坐定起针：白色

绒线在左手食指绕两圈，右手执钩针，

左手虎口微张，线头抻紧，大拇指推针

入眼。钩针在双手间游走，不一会儿，

一根长长的绒线变成了一朵小花。

1 月 15 日，农历腊月十三，在天津

市滨海新区新城镇梁子村村民活动中

心，59 岁的张莲花和姐妹们正在编织绒

线花束。

“织不同的花得用不同针法，要说

最难织的，却是这小绿叶。”张莲花爱好

针线活，做事有韧劲儿。“起针，4 短 3 长

1 停顿、3 长 6 超长 1 钩……”张莲花轻

念口诀，只见绿色的线头绕着指尖缓缓

汇集，左右两边由同一点织出，最终凝

结成“叶尖”。“两边各 26 针，缺 1 针就成

不了‘叶’。”约莫过了一刻钟，张莲花放

下针线，满意地笑了。

张莲花的笑来自可观的收入，一片

绿叶 2 元钱，一朵整花 7 元钱，一个月下

来少说也能挣上 1000 多元；笑也来自

心底的满足，既发挥了自己所长，又交

到了知心朋友。

两年前，张莲花和丈夫从外地搬到

梁子村。丈夫在天津港找到了工作，可

张莲花患了腿疾，“走两步就站不稳，工

作生活不方便。”

2020 年 1 月，天津市妇联启动“巾

帼家庭手工坊”项目，开展手工编织技

能培训，推动爱心公益组织、爱心企业

加入，打造“技能+订单”居家灵活就业

模式。梁子村以编织绒线花束为特色

的手工坊由此而生。“试试看。”张莲花

这一试，就成了手工坊的一员。

2021 年 10 月，手工坊接到一笔大

订单：制作月季、月桂和绣球 3 种花，每

片花瓣的相互误差以毫米计。

“越吃功夫，越能显出咱的水平！”

张莲花带领姐妹们按照教学视频和示

意图反复琢磨，终于总结出一套简洁高

效的针法。两个多月里，731 枝月季、

6203 朵月桂花朵、1563 枝绣球和 7624
片绿叶成功交货。产品得到高度认可，

前几天又接下新订单。

“啥单位啊？要的产品像艺术品，

量还这么大？”大家心中一直有个谜团。

直到今年元旦，谜团才被解开。那

天，梁子村党支部副书记李红玉来到手

工坊，激动地说：“姐妹们，你们知道咱们

是为谁织的花吗？解密了，是为了冬奥！”

大 家 围 过 来 ，李 红 玉 赶 紧 打 开 手

机，查到有新闻报道，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将采用手工绒线编结花

束作为颁奖花束，由玫瑰、月季、铃兰、

绣球、月桂和橄榄等花型组成，是“永不

凋谢”的绒线花……其中有些就出自梁

子村的手工坊。

“冬奥，咱也能参与了！”“让世界看

看咱梁子村姐妹的手艺！”“运动员领奖

时，我要和电视合个影！”……张莲花清晰

记得，那一天，手工坊里热闹得像过年。

（更多报道见第四版）

“冬奥，咱也能参与了！”
本报记者 朱 虹 李家鼎



装点双奥之城 迎接四海宾朋
北京冬奥会城市景观布置20日前全部到位

第十五版

书写构建人类命运
共 同 体 新 篇 章

—写在习近平主席
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旨演讲5周年之际

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