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卡塔尔首都多哈往北约 15 公里，一座以

椰枣碗和珐琅灯笼为设计灵感的建筑格外引人

注目，这是作为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主场馆的

卢塞尔体育场。该体育场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建

造的规模最大、容纳人数最多的专业场馆，2020
年被印在卡塔尔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上。不仅

是卢塞尔体育场，从普特拉姆煤电站，到南累克

水电站，再到塔吉克斯坦国家图书馆，在斯里兰

卡、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国发行的纸币上，都印

上了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地标性建筑。这是“中国

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的有力彰显，是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实践阔步前行的具体体现。

大国之大，关键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

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

的大国外交。我们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

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和领导波

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在解决我国外交工作

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内涵

丰富的战略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外

交实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又是我们推进新时

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进入新时代，国

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

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

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冷战思维局部回潮，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

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从作出“世界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论断，到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从强调“推进大国协

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

框架”，到宣示“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

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从明确“站在

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到指出

“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习近平外交思想

始终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总结各方面外交

工作成就和经验的基础上，鲜明而精辟地回答

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

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

怎样办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

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立己达人，兼济天下。习近平外交思想引

领 中 国 外 交 走 出 了 外 交 新 路 、取 得 历 史 性 成

就。这是遍布五洲四海的中国“朋友圈”：截至

今年 9 月底，中国建交国总数增至 181 个，同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伙伴关系

网络覆盖全球。这是世界各国共享的中国机

遇：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平均每分钟有 7300 多万元人民币的货

物在中国与世界间进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搭上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这是回应时代之问的

中国担当：累计派出 5 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

行动，已经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联

合国维和摊款国，向 34 个国家派出 38 支医疗专

家组，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新冠疫苗，同 149 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

署了 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中国身

上，世界看到了“大国的样子”。在习近平外交

思想正确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阔

步向前，走出了一条与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和

平发展新路，走出了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

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

“有人说，她是野草；有人说，她是生命；她，

是食物，也是药物；她，是希望的象征……”在非

洲南部国家莱索托，流传着一首关于菌草的民

歌。来自中国的小小菌草，在 100 多个国家落地

生根，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致富

草”“幸福草”。放眼世界，在埃及，中国的节水

梯田模式得以应用，助力西奈半岛山区涵养水

源；在尼泊尔南部的特莱平原，中国绿色化肥试

验区促成小麦等农作物最高增产 400%；在瓦努

阿图，中国援助扩建马拉坡学校，被誉为“像一

座灯塔，照亮瓦努阿图年轻一代学习知识的道

路”……一幕幕充满希望的图景，一个个迈向发

展的故事，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担当，

彰显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实践力量。与世界相交，

与时代相通。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征程中应运而生，必将

随着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

潮起东方，风正帆悬。今天，中国与世界，

站在命运与共的新起点上。人们期待，即将召

开的党的二十大将继续擘画中国同世界各国友

好合作新蓝图，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注入和平

发展新动力。新的征程上，中国将以中国式现

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同世界各国一

道，为和平发展尽力，为团结进步担当，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阔步前行
—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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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参与阅读、手工等益智亲子活动，前往博物馆、美术馆、科技

馆参观丰富多彩的展览，去学校体育社团进行体能训练……“双减”政

策实施一年多来，教育良好生态正在构建，学生的睡眠、运动、实践时间

普遍增加。回望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教育领域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国教育面貌正在发生格局性变化，有

力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犹记在 2018年 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体系主体框架基本

确立，教育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思想政治

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代越是向前，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性就愈发突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就愈发凸显，也愈发需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建设高质量

教育体系，到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为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踏上新征程，我们

必须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

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教育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才能更好发

挥教育的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基础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越来越

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学习体系加

快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正在形成。教

育顺应人民期待，增进民生福祉，依靠人民办好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让学子拥有了人生出彩的逐梦机会，努力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

公平的教育。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对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

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天，我国新增劳动力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3.8 年，教育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

撑。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

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广大教育工作者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智力保障、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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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
画和领导波澜壮阔的中国
外交实践，在解决我国外交
工作面临的一个又一个重
大问题过程中形成了内涵
丰富的战略思想。习近平
外交思想是对中国外交实
践的高度概括和升华，又是
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实践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外交思想始终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在总
结各方面外交工作成就和
经验的基础上，鲜明而精辟
地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
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
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
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
外交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实践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对
外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教育顺应人民期待，增进民生福祉，依靠
人民办好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让学子
拥有了人生出彩的逐梦机会，努力让全体人
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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