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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就是力量。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

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

思想指引。

在建的川藏铁路穿越崇山峻岭，5G信号

加速覆盖广阔城乡，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

在太空“出差”，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

会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称赞……今天，广袤的

神州大地铺展更新更美的图画，跃动着蓬勃

生机与活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铸就了新时代的新辉煌，社会主义中国

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首先体现为思想理论

上的先进性。坚持思想建党，善于运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兴党强党，是我们党的一大政治

优势。回望过往的奋斗路，我们党坚持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

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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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

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

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开创

新局面，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无论是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还是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

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打赢脱贫攻坚战，还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核

心利益，特别是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的重大战略成果，都彰显出这一重要思想指

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强大力量。正是因为有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掌舵领航，全党才有了顶梁柱，14亿多中国

人民才有了主心骨；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才有了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

的“指南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

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强调“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

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新的飞跃”，科学阐明了这一重要思想的理

论内涵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

刻回答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了系统全

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内在统一的科学理

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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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

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高

度；深刻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实现了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跃升；深刻回

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

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图景；

深刻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

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

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指引开辟了管党治党、兴

党强党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

总书记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习近平

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

的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

当，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进

行了新的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为这

一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

定性贡献。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思想的光芒，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

征程，产生影响世界的力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伟大斗

争中锻造的，又在指导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

彰显出磅礴伟力。这一重要思想，开辟了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引领我们

谋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强大思想武器；不

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二十一世

纪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着世界。当今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我国正

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要以高度的

政治自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以新气象新作为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

大风泱泱，大潮滂滂。2021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8.1%、经济增速在全球

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总量超过 110万

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实现“十四五”良好开

局。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我们就

一定能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不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深入学习领会“十个明确”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①

本报评论部

北京市强化党建引领，建设完善

党群服务中心、楼宇驿站等，为新就业

群体提供多种服务；陕西延安市将共

享餐厅建设列为重要民生项目，为老

人、环卫工人、低保户等提供安全、实

惠的饭菜；天津市规划搭建“城市大

脑”，实现“一网管津城”，利用信息化

手段赋能基层治理……近年来，各地

推动人财物和权责利对称下沉到基

层，既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也增强了

基 层 组 织 在 群 众 中 的 影 响 力 和 号

召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完善

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

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

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

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

功夫。”去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意见》要求，“提高基层治

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

平”。“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纲要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

局”。各地区各部门要从巩固党的执

政基础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的高度，

深刻认识做好基层治理工作的重要

性，形成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

整体合力。

除了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为基层减负也要同步推动，为

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创造更好条件。近年来，中央连续印发文件，聚

焦文山会海、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等突出问题。比如，2019 年

首次被确定为“基层减负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也把“向基层放权赋能，减轻

基层负担”明确为工作原则。把更多的资源、服务、管理下移至基

层，让基层干部从一些形式主义的案牍劳形中解脱出来，无疑是期

待广大干部腾出手来办更多造福群众的实事，同时凝神聚力提升

治理效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前，人民群众对基层公共服务的期待更加广泛多样，这对基

层干部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首先，要善于运用系统思维，

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统筹不同工作目标的需要，维护群众不同

的利益需求，避免顾此失彼。其次，要掌握创造性落实决策部署的

能力。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能照本宣科、机械地执行

政策，而要紧密结合本地实际，在解决新矛盾新问题中寻找新的理

念、思路、办法，在破解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反复出现的共性问

题中开辟新路径。

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基层既是基础单元，又

是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部分。只要广大基层干部以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入手，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提升治理能力，就一定能

维护好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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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教育部、中央编办、民政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

发了新修订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从严控制、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

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

招生入学的依据”。

曾经，名目繁多的竞赛不仅被用于评价学生学科特长能力，

而且还成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在中小学“择校热”现象

中，就经常伴随着名目繁多的各类竞赛的影子。学生参加有偿

性培训，有的只是形式性地报名，就能拿到获奖证书。这些不正

规竞赛既增加家庭负担，也损害招生公平。

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是维护教育公平的

必然要求。2018 年 9 月，教育部制定印发了《关于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提出实施清单管理制度，

取消学前教育阶段各类竞赛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竞赛，大幅

削减竞赛数量。此后，竞赛培训热明显“降温”，结合其他措施，

中小学招生逐步走上更加健康的轨道。

此次新修订的《管理办法》，有利于让竞赛活动在法治轨道

上规范运行。面对发展高质量教育的要求，哪些竞赛可以保留，

竞赛组织要执行怎样的规范等问题都有了方向和遵循。比如，

明确了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迫、诱导任何学校、学生或家长参

加竞赛活动，特别是强调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

学招生入学的依据。这既有利于保障教育公平，也有利于让竞

赛回归教育的本质。

竞赛目的不是让学生“优胜劣汰”，而是发掘青少年学习潜

能、激发学生在特定领域的学习兴趣。规范竞赛活动，事关教育

公平，事关学生权益。期待《管理办法》的实施，助力“双减”落地

落实，让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竞赛发挥育人功能，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健康成长。

（摘编自《法治日报》，原题为《让竞赛活动回归育人本位》）

更好发挥竞赛的教育功能
王钟的

壮硕的体魄、斑斓的皮毛，一只体形硕

大的东北虎正在漫步。在东北虎豹国家公

园，通过切实加强严格保护，野生东北虎数

量已由 2017 年的 27 只增至 50 只，并呈现种

群扩散趋势，重现“虎啸山林”的景象。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

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保护生物多样

性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前，我国正式设立第

一批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 23 万平方公里，

涵盖近 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

物种类。从“中华水塔”三江源到竹林幽幽

的熊猫乐园，从东北原始森林的虎豹天堂到

碧水丹霞的武夷山，第一批国家公园里，千

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正

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按照生态价值和保护强度，我国自然保护

地体系分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三

个类别，其中国家公园保护强度、保护等级最

高。设立国家公园，以大尺度保护我国国土生

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有助于更好实现山水

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国家公园属于禁止

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

围。建设国家公园，就是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

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保

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

此前，一些地方自然保护地存在交叉重

叠、“九龙治水”等现实问题。建立国家公

园，整合各个类型的保护区，有助于打破地

域、部门等限制，解决交叉重叠、多头管理问

题，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比如，

原来各类自然保护地只占东北虎豹栖息地

的 39%，建立国家公园后，保护了 90%以上

的栖息地，使东北虎豹的定居、繁殖和扩散

通道得到系统保护；又如，大熊猫国家公园

将原来 69 个自然保护地连为一体，使 13 个

相对独立的大熊猫局域种群连成一片，明显

改善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连通性。

也要看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不只着眼

于保护虎豹。东北虎喜栖红松阔叶混交林，

喜好捕食马鹿、狍等有蹄类动物，全面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才能为东北虎豹创造宜居家

园。近年来，从禁止采伐、维持天然林自然

状态，到保障河湖、湿地生态系统，再到在公

路穿行区域增设通道、帮助动物迁徙，东北

虎豹国家公园多措并举，让各类野生动物种

群稳步增长。这也说明，国家公园首要功能

在于生态保护，保护重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

真性、完整性，才能为包括“旗舰物种”在内

的所有生物提供自然屏障。

不久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启动野生动

物造成损害补偿保险签约仪式，在保护野生

动物的同时，力争减少动物对园区群众人身

财产的损害。不断探索完善国家公园相关制

度，因地制宜开展保护、管理、保障等工作，就

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写下更多生动注脚。

让国家公园成为更多生物的家园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③

寇江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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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广大人民
根本利益为根本坐
标，从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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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激发
基层活力，提升治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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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日常生活深度融合，改变人们

的沟通交流方式，也影响道德规范、价值观念、

行为习惯的形成。前不久，中国正能量 2021
“五个一百”网络精品评选结果发布，一位位

网络正能量建设者、一个个正能量网络内容

产品，为网络空间向上向善注入强大动力。

网 络 空 间 是 亿 万 民 众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网络空间激浊扬清，则精神家园正能量

充沛。一段时间以来，网络谣言、网络暴力

等问题成为污染网络生态的顽瘴痼疾。或

是借助网络热点挑动网络对立，或是肆意制

造谣言，或是躲在键盘后面施放“冷箭”，或

是发动人肉搜索侵害隐私……网络暴力不

仅给当事人带来身心伤害，更毒化网络风

气、污染网络生态、降低网络格调，让每个网

络参与者深受其害，特别是影响青少年健康

成长。

有 人 说 互 联 网 时 代 最 稀 缺 的 是 注 意

力。的确，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关注的焦点、

接 受 的 信 息 很 大 程 度 上 影 响 网 络 生 活 质

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阵地上正能量

充沛，负能量的空间就会被压减。具体到网

络暴力而言，作为一项世界级的治理难题，

网络暴力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也

有“唯流量”的内容创作导向，更有畸形价值

观的传播，这些构成了网络暴力滋生的土

壤。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治理网络暴力

既是社会治理课题，也是道德文明工程。

治理网络暴力，需要破立并举、标本兼

治，既切除病灶，也铲除病根。中办、国办印

发的《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围绕

“道德建设迈出新步伐，网民思想道德素质

明显提高，向上向善、诚信互助的网络风尚

更加浓厚”等目标，作出了重要部署。近年

来，加强网络内容建设、培养文明自律网络

行为、丰富网络道德实践，推动网络暴力治

理不断从治标向治本迈进。例如，开展“中

国好人”网上评议，有效弘扬网络文明；组织

开展“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积极发出

“青年好声音”。这些文明创建的品牌活动，

广泛凝聚起向上向善的社会共识，体现了标

本兼治的政策导向，必将不断提升治理网络

暴力的成效、建设网络文明的质量。

往深层次看，网络暴力时有发生，也体

现部分网民的网络素养不高，适应互联网发

展的网络道德、伦理有待进一步培育。一方

面要持续加大正能量内容建设的力度，让积

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成为主流。另一方面也

要坚持自律与他律相结合，推进网络素养教

育，引导广大网民尊德守法、文明互动、理性

表达。与此同时，作为互联网内容的建设

者、传播者，主流媒体应当发挥引领导向作

用，以形式多样的内容供给、传播方式提升

正能量作品的吸引力、感召力；社会各界也

应积极参与，发挥各自优势、拓展网络道德

实践模式、壮大网络正能量的版图。坚持问

题导向、协同发力，才能让正能量更加充沛、

网络文明蔚然成风。

治理网络暴力不可能一蹴而就，提升网

络文明也需久久为功。近日，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举行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

发布会，介绍 2022 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

情况，具体包括 10 个方面重点任务，其中一

个重要方面就是开展“清朗·打击网络谣言”

专项行动。持之以恒、一步一个脚印，汇聚

更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我们必能消除网络

暴力滋生的土壤，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标本兼治，涌流更多正能量
——别让网络暴力污染精神家园③

桂从路

在全区 40 个产粮大县实现三大主粮作

物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推进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保险、大灾保险等试点……2022
年，内蒙古自治区继续推进农业保险，帮助

农户应对突发性灾害天气。此外，持续深化

精准承保理赔，提供气象实况和精细化预警

预报服务，保障春耕春播生产。

这正是：

应对灾害气象，

农业保险护航。

理赔兼顾预警，

确保春播质量。

魏 寅图 燕 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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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经验的集中

总结，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多年来历史

经验的深刻凝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

本版今起推出系列评论，聚焦“十个明确”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阐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历史性、世界性贡献，与广大党员、干部

一道，在新征程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汇聚团结

奋斗、勇毅前行的力量。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