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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北京，西南三环与西南

四环之间，矗立着一座气势恢宏

的建筑——北京丰台站。自今年

6 月 20 日正式投入运营以来，这

座有着 127 年历史的火车站，已

成为城市新地标。从向外国人借

款修建，到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

从低矮砖瓦房，到高速、普速列车

首次“重叠”停靠，北京丰台站见

证了中国铁路的沧桑巨变，也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道 路 写 下 生 动

注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中国

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

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

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

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

国式现代化。”前无古人的伟大创

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

难题，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

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

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

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

中国方案。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只有回

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

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

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

把得准。梁启超发表《新中国未

来记》，他在书中渴望自己的祖国

“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然

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

件下，实现这样的目标，谈何容

易？中国向何处去？于“漏舟之中”走向站起来，于“濒临崩

溃边缘”走向富起来，于“滚石上山”走向强起来，党在百年

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

际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

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

新形态。”从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到高度统一、民族团结，从

积贫积弱、一穷二白到全面小康、繁荣富强，从被动挨打、饱

受欺凌到独立自主、坚定自信，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

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

道路决定命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找到适合自

己条件的道路，才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现代化”从 18
世纪中叶出现以来，已经有 200 多年，迄今让 30 多个国家、

约 10 亿人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成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而当西方国家率先登上现

代化列车，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其余世界”的大门，

所谓“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就开始笼罩在地球上

空。然而历史反复证明，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

依赖外部力量、照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

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

成为他人的附庸。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让科

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勃勃生机，在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的同时，展现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可能，给了更多国家自主

探索现代化道路以信心勇气和现实借鉴。

人间正道，文明新篇。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愈来愈

耀眼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途径，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

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

老路，深刻重塑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与趋势。这是走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新路，超越扩张掠夺、“国强必霸”旧逻辑

的文明新形态。高质量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为沿线国家

和地区带来重要发展机遇；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

博会等经贸盛会，为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提供机遇……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这

是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开展创新实践、积累新鲜经验、贡献

中国方案的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

“翻版”，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的开创性探索、超越性实

践，为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历史性、世界性难题提供了极为

宝贵的经验。

2022 年 1 月 4 日，在第五次实地考察冬奥筹备过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会镌刻下这一笔，世界将对中国

道路有全新的认识。”北京冬奥会成为世界感知中国发展的

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映照出的，是阳光、富强、开放、充满希

望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明前景。砥砺奋

进再向前，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

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坚

定的历史自信，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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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吴储岐）为体现党中央对灾

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的关怀，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

央管理的党费中向四川省下拨 2000 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

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和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把抢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尽最大努力

减少人员伤亡，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灾区党

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冲锋在前、勇于担当，到灾情

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做灾区人民的主心

骨和贴心人。党委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动员和保障作用，注

意在抗震救灾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注意发现、宣传和表彰先进

典型，为抗震救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下拨灾区基层，做到专

款专用，主要用于慰问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员、干

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补

助修缮因灾受损的基层党员教育设施。

中 央 组 织 部 从 代 中 央 管 理 党 费 中
下拨 2000万元用于支持四川省抗震救灾

本报北京 9 月 7 日电 （记者朱隽、常

钦）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管

理的重要论述，动员社会各界关心支持自

然资源事业改革发展，激励广大自然资源

工作者锐意进取、砥砺奋斗，中央宣传部、

自然资源部 7 日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

自然守护者”先进事迹。马银国、任秀波、

李大鹏、沈乐毅、钮栋梁、姜文凯、殷跃平、

董鸿儒、张辉等 9 人和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集体）被授予“最美

自然守护者”称号。

据了解，首届评选出来的“最美自然

守 护 者 ”都 是 长 期 奋 战 在 自 然 资 源 工 作

一 线 的 先 进 典 型 。 他 们 中 有 的 身 先 士

卒，守土有责，把管好百姓“饭碗田”和保

护 群 众 生 命 财 产 安 全 视 为 己 任 ；有 的 勇

担重任，冲锋在前，长期工作在艰苦的野

外 测 绘 作 业 环 境 中 毫 不 退 缩 ；有 的 常 年

戍 守 孤 岛 ，默 默 无 闻 从 事 着 基 层 海 洋 预

报 观 测 工 作 ；有 的 坚 持 半 个 多 世 纪 的 植

树 造 林 ，艰 苦 奋 斗 ，百 折 不 挠 ，把 荒 山 秃

岭治理成松涛草海；有的潜心科研攻关，

在 地 灾 防 治 、保 障 矿 产 资 源 安 全 等 领 域

形 成 了 一 大 批 核 心 关 键 技 术 ，用 科 技 创

新推动自然资源事业发展……他们立足

本 职 、勤 奋 敬 业 ，在 工 作 上 勇 担 当 ，在 作

风 上 作 表 率 ，充 分 展 现 了 自 然 资 源 系 统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的 精 神 风 貌 ，用 实 际 行 动

谱写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华章。

在“最美自然守护者”发布仪式上，中

央宣传部、自然资源部负责同志为“最美

自然守护者”颁发证书。现场通过视频展

示和人物访谈等形式，从不同侧面讲述了

“最美自然守护者”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

活感悟。据介绍，2021 年 10 月，中央宣传

部、自然资源部启动了首届“最美自然守

护者”评选活动，根据安排，今后将隔年举

办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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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从四川省“9·5”
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省市（州）县前线联合指挥

部了解到，截至 7 日 14 时，地震已造成 74人

遇 难（其 中 甘 孜 藏 族 自 治 州 40 人 、雅 安 市

34人）、35人失联（其中甘孜藏族自治州 14人、

雅安市 21 人）、270 余人受伤。

目前，灾区共设置安置点 124 个，集中安

置 2 万余人，其中，甘孜州设置安置点 44 个、

集中安置 1.7 万余人，雅安市设置安置点 80
个、集中安置 0.5 万余人。 5 日—6 日，从康

定、泸定、成都调运的 79 吨生活物资运抵磨

西镇。目前，甘孜、雅安两地主要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市场价格基本平稳。

截至 7 日 11 时，甘孜州、雅安市完成 956
所学校（含幼儿园）排查工作，有 824 所学校

正常开学。石棉县 2 万余名学生及 1000 余名

教职工在震后 1 分钟内全部安全撤离，无一

人伤亡。截至 6 日 20 时，累计排查房屋建筑

202941 栋，市政道路管网 1306 公里。

截至 7 日 8 时，累计出动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公安特警、消防救援、森林消防、应急安全

生产、医疗救援、交通通信电力等各类救援力

量 10058 人、直升机 9 架（其中雅安方向 3600
余人、直升机 5 架）。各类救援队伍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正在全力抢抓“黄金救援 72
小时”，分区组织搜救。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9 月 7 日，国务

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继续深入四川震区

察看灾情，指导开展抗震抢险救灾工作。工

作组强调，要把抢救生命作为当前首要任务，

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妥善做好灾区群众安置

工作，全力以赴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据

介绍，截至 7 日 18 时，应急管理部共投入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1700 余人，已全部抵达

泸定县、石棉县目标任务区域，累计排查房屋

7200 余户，营救被困群众 280 余人，疏散转移

群众 4100 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

190 余人参与救援，转移伤员 180 余人、转运

救灾物资 29 吨。

在西部战区前进指挥组统一指挥下，参

与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争分夺秒救助受困群众。截至 7 日 17
时，共出动 2700 余名官兵和民兵投入抗震救

灾，累计转移受困群众 4500 余人、救治伤员

270 余人、出动直升机 77 架次、医疗巡诊近

1700 人次、抢通道路约 1.3 万米、搭建帐篷近

1400 顶 、排 查 民 房 820 余 间 、搬 运 物 资

380 吨。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获悉：截

至 7 日 16 时，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累计调动

10 个支队、1095 名消防救援人员、270 辆消防

车 、36 艘 舟 艇 驰 援 震 区 ，全 力 投 入 抗 震 救

灾。消防救援队伍共搜救被困人员 155 人，

紧急疏散转移遇险群众 3224 人，排查危房

5520 栋。

截 至 7 日 12 时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已 累

计调派近 200 名紧急医学救援队队员和专

家赶赴地震灾区支援医疗应急工作。收治

医 院 畅 通 绿 色 通 道 ，确 保 每 名 伤 员 第 一 时

间 得 到 科 学 救 治 。 目 前 ，灾 后 伤 员 救 治 和

卫 生 防 疫 等 工 作 正 在 有 力 、有 序 、有 效

展开。

四川通信行业累计出动抢修人员 2247
名，采取铺设临时光缆、空投卫星便携站、利

用卫星基站车等方式，目前泸定、石棉所有乡

镇通信已全部恢复。

公安出动警力 3600 余人次，交通系统累

计开通高速公路“绿色通道”1271 条，派出抢

险救援队伍 32 支、1574 人次，抢通 48 处阻断

点。中国安能三局出动 102 人、31 台装备于

昨日打通进入磨西镇道路。

当前，四川省已建立省、市（州）、县三级

慈善捐赠协调机制，灾区各级慈善会、红十字

会开辟了捐赠接收渠道。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7 日 8 时，多家央企已捐款超过 11 亿元。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四川地震灾

区及周边地区有两次降水过程，分别在 7 日

夜间至 9 日早晨、13 日至 14 日。救援人员及

灾区群众需警惕次生灾害。

（综合本报记者宋豪新、邱超奕、白剑峰、

倪弋、李红梅、李卓尔报道）

四川泸定地震救灾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抢抓“黄金救援72小时”全力搜救

9 月 7 日，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凉山支队直属大队消防员在泸定县得妥镇转移受伤群众。 宋豪新 樊文渊摄影报道

这是情系民心的庄重承诺：“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是温暖人心的时代答卷：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抗疫

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伟大抗疫精神；

民生保障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和全方位

跃升；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逐渐健全。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

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

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

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

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十年社会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人民

生活幸福安康。

“开店的场地不仅免房租、免水电费，还

有专门的技术指导，现在日子越过越红火。”

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村脱贫户杨传

红，依靠就业帮扶开起了“老豆腐坊”，年收入

10 多万元，小小豆腐托起了致富梦。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党的十八大

以来，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面对世纪疫

情，党中央果断决策、沉着应对，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因时因势不断

调整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

得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十年来，我国就业质量显著提升，城镇新

增就业年均 1300 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

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

于城镇居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劳动年龄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9 年，从人力资

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城乡基本医疗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健康指

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一个个民生亮点，一项项民生成就，共同

汇聚成不断上扬的幸福曲线，展现出百姓越

来越美的好日子。

十年社会建设，民生短板加快补齐，民生

底线不断筑牢。

“原来是进出路不平、上下灯不亮，现在是

路平墙白不漏雨，房前屋后都是绿。”小区环境

变美了，江西南昌经开区蛟桥镇舍里甲社区南

泥小区居民涂世林心情格外舒畅。修缮路面、

改造污水管网、治理弱电管线……去年，南昌

经开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

了困扰南泥小区居民多年的烦心事。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把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在

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注重

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社会保障网越织越密。十年来，我国建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 年

到 2021 年，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 7.9 亿

人增加到 10.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从

5.4亿人增加到 13.6 亿人。

“一老一小”更有保障。政策体系不断健

全，养老、托育服务供给逐年增长。截至今年

一季度，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总数达 36万

个、床位 812.6 万张，养老床位总数比 2012 年

底的 416.5 万张翻了近一番。普惠托育服务

供给不断扩大，2020 年至 2022 年，我国持续

开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累计新增托位

20 万个。

民生底线更加牢固。十年间，各级财政

累计支出基本生活救助资金超过两万亿元，

保障标准逐年提高。2021 年，全国 4680 多万

困难群众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

收入分配体系不断完善、实施就业优先

政策、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住房保障更加完

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十年来，我国

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发力，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十年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

“ 老 赵 ，来 了 啊 ！”“ 老 赵 ，帮 个 忙 ……”

在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吴 兴 区 朝 阳 街 道 潮 音 社

区 ，居 民 们 都 爱 找 网 格 员 赵 红 华 帮 忙 。 帮

独居老人购买生活用品、为居民修理管道、

开 展 社 区 日 常 安 全 巡 查 ，社 区 里 的 大 事 小

情都少不了老赵的身影。依托信息技术构

筑的城市“网格”已成为我国社会治理的重

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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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大幅

提升。

社区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便民服务破解

“最后一公里”难题。全国城市社区综合服务

设施已实现全覆盖，农村覆盖率达到 65.7%，

总数达到 51.1 万个。信息化手段广泛应用，

公共服务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极大方便了

百姓生活。

推动人民群众共建共治共享，基层社会

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党建引领，凝聚合力，社

区基层党组织建设日益强化。基层民主制度

不断健全，绝大多数党组织书记当选村（居）

委会主任，干部队伍结构明显优化；村（居）普

遍制定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广泛实行村

（居）务公开和议事协商。

“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

百姓的‘幸福梦’。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都

是为人民谋幸福。”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

程上，坚持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高质量发展中不

断加强社会建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

定会不断变为现实。

（相关报道见第九、十版）

社会建设全面加强，筑牢百姓“幸福梦”
本报记者 冯 华 李心萍 邱超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