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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然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3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从今年 4 月开始，在全党自上而下分

两批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当天下午，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以此发挥示范作用，推动全党在主题教育

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打牢思想理论基础。

奔赴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党的

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向

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赢得胜利的思想密码——

“拥有马克思主义
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
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
主动的根本所在”

延安杨家岭，巍然矗立的中央大礼堂，

历经岁月洗礼而愈显厚重。

礼堂内，条桌、木椅，一如当年模样。

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在毛泽东

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70 多 年 前 ，中 国 共 产 党 首 次 在 这 座

“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中国革

命从此走上了胜利的轨道。

2022 年 10 月 27 日，党的二十大刚刚

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这里，倾听历史的回响，

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奋斗初心、光荣传统。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

时刻，党的二十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写入党章，光辉的

旗帜闪耀出更加璀璨的真理之光，为新时

代新征程提供强大指引。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

动。“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

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

翻开风雷激荡的百年乐章，每在重大

历史关头，总伴随着思想的飞跃，引领我们

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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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巨大的政治

智 慧 和 理 论 勇 气 ，创 立 了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十个

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

括这一光辉思想的主要内容，到党的二十

大以“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深刻阐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

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断丰富发展，以原创性理论贡献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

高度，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事实雄辩证明，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根本在于有习近平

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根本在于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

学指引。

2019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亲授“第一课”，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

论展开：

“ 学 习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要深刻认识和领会其时代意义、理论

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刻理解其核

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

神追求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密码——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写入党章、载入宪法，作为党和国家

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提供行动指南；

以党的历史决议的方式，明确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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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调“两个确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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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设专章集中阐

释“ 开 辟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新 境

界”，要求全党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

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

进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的理论自觉——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明确要求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

在全党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强调，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要求把这一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

作各方面全过程；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明确，在全党深入

开 展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科学谋划、精

心组织，强化理论学习和运用，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

着眼全局，谋虑深远。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

推动下，一项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动员全党同志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而团

结奋斗所作的重大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部署，紧锣

密鼓、大幕拉开。

一以贯之的思想洗礼——

“每当党中央作出
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就
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

春风拂面，草木蔓发。中央党校主楼

北广场，由马克思坐像和恩格斯立像组成

的巨型雕像，沐浴在和煦暖阳中。

徜徉校园，红墙绿瓦间，拱形屋顶、黄砖贴面的党校礼堂，

以其陕北窑洞式的建筑风格，诠释着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武

装的鲜明基因。

今年 2 月，就在这座礼堂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举行，

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

最新重大成果。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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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强 4 月 2 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

来华访问的日本外相林芳正。

李强表示，中国和日本是搬不走的

近邻，同为亚洲重要国家，维护和发展

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

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和

平、稳定与繁荣。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 45 周年。双方要重温和恪守

条约精神，着眼大局和长远，坚定致力

于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希望日本同中国相向而行，以纪念缔约

45 周年为契机，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

控分歧，排除风险干扰，不断扩大双边

关系积极面，共同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

李强指出，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

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应该以

诚 相 待 、以 信 相 交 、妥 善 处 之 。 中 日

作为重要经贸伙伴，在实现各自发展

方 面 相 互 促 进 、彼 此 成 就 ，利 益 深 度

融 合 。 双 方 应 该 也 完 全 可 以 做 大 经

贸 合 作 的 蛋 糕 ，在 数 字 经 济 、绿 色 发

展 、财 政 金 融 、医 疗 养 老 等 方 面 加 强

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欢

迎日本继续深化对华合作，共享中国

经济发展红利，续写中日互利合作新

篇 章 。 亚 洲 是 中 日 两 国 安 身 立 命 的

共 同 家 园 。 希 望 两 国 一 道 维 护 自 由

贸 易 ，践 行 真 正 的 多 边 主 义 ，积 极 推

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维护产业链供应

链 稳 定 畅 通 ，共 同 减 少 不 确 定 性 、增

添稳定性，为地区和世界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林芳正表示，去年是日中邦交正常

化 50 周年，今年迎来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 45 周年，两国关系正处于关键

节点。日中在广泛领域拥有巨大合作

潜力，日方致力于推进对华合作，不会

采取“去中国化”的做法。日方愿同中

方共同努力，以缔约 45 周年为契机，落

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

层交往，不断开展对话沟通，构建建设

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秦刚参加会见。

李 强 会 见 日 本 外 相 林 芳 正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都闪耀着璀

璨光芒。

世界文明的百花园里，姹紫嫣红竞

相开放。

“我们 要 共 同 倡 导 尊 重 世 界 文 明

多样性”“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

传承和创新”“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

际人文交流合作”。 3 月 15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推进人类现代化进

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

案，有助于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

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是 继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后 ，新 时 代 中 国 为

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天下

情怀，展示了中国对构建一个持久和

平繁荣世界的整体思考，以全新文明

理念体现了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的大国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

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

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

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

应 对 各 种 全 球 性 挑 战 。”新 时 代 的 中

国，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

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

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坚持弘扬平等、互

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

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

步的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

带，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

化文明力量。

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驻足、倾听、思索、交流。习近平主席

出访的“文明足迹”不断延伸，一场场

“文化外交”，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一抹亮丽色彩。

在 代 表 古 玛 雅 文 明 的 奇 琴 伊 察 ，

在 带 有 浓 厚 伊 斯 兰 文 明 色 彩 的 撒 马

尔罕古城，在象征古埃及文明的卢克

索神庙，在见证古希腊文明的雅典卫

城……历史的长镜头记录下中国领导人

秉 持 平 等 、谦 虚 态 度 ，探 索 各 种 文 明

真谛，思考不同文明正确相处之道的

身影。

今天，世界各国的相互交融比过去

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深入。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

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文明优越论”

“文明冲突论”的杂音不时响起，阻碍着

人类发展进步。

世 界 上 有 2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2500 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不同文明

的相遇，应该秉持何种范式，考验着各

国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透射着不同文

明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与发展逻辑。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

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

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014 年，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讲台上，习近平

主席以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向

世界阐释中国对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的态度和原则。

“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

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

繁荣。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化解人类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需要依靠物质的手段攻坚克难，也

需要依靠精神的力量诚意正心。”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复信希腊学者，强调让一

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

“要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

值内涵的认识”“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

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

渠道，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进一步诠释对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进步的理解和思考。

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出

发，习近平主席以深邃睿智的历史眼光

洞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

宽广博大的天下情怀回答中国之问、世

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顺应不同

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时代潮流，

为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

想引领和精神动力。

“欢迎你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

学，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匈牙利青少年喜

欢上中文、学习中文，有机会到中国走

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当今中国和

中国的历史文化，努力做传承发展中匈

友好事业的使者。”兔年春节，习近平

主席收到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学生的

来信后，在复信中鼓励匈牙利青少年更

多了解中国。

小小信函，情谊深厚。来信，复信，

“一来一往”中，彰显着习近平主席常讲

的“中国人重情重义”，更是习近平主席

推动文明交流的生动践行。

2022 年 7 月，“意大利之源——古

罗马文明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习近平主席在向展览开幕式致贺信时

深刻指出：“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

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在

为期 3 个月的展览中，500 多件来自地

中海畔的珍贵文物向中国观众展示了

意大利文化的深厚底蕴。

（下转第三版）

为人类发展进步汇聚文明力量
本报记者 焦 翔 王云松 俞懿春 杨 一

灰瓦白墙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平整的青石板路直通

家门口，几台农机正在田间往返穿行……走进湖北仙桃市

郭河镇姚河村，眼前呈现一幅安居乐业的乡村图景。

“这几年村里路修好了，环境变美，还建了卫生室、老年

活动室、儿童之家、文化广场。”村民程方安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

表团审议时指出，要优化镇村布局规划，统筹乡村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

动，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

湖北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荆楚乡村人居环境更好、公共

服务更优、基层治理更有效。

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荆州松滋市八宝镇白水淌村，一条河渠穿村而过，两岸

步游道齐整、绿化带绵延，远处田野上油菜花与麦田黄绿相

间，风景如画。

村干部李朝玉头戴草帽，沿着河边巡查。一路上每隔

30 米，就有一座污水检查井。他不时打开井盖，查看井底

排水是否畅通。走到四组的污水处理站，他打开设备控制

箱，检查设备运转是否正常。

“过去农户生活污水直排河渠，一到夏天气味难闻。”李

朝玉说，去年村里建成污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全部接入地下

管网，集中处理后可用于农田灌溉，实现循环利用。

经过截污、清淤、换水，水质得到改善，如今河渠变得清

亮，成为村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为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

常运转，村里指定李朝玉担任管护人员，定期巡护、检查。

“有了集中的污水处理设施，家家户户拆除了老式的化粪

池、沼气池和废弃圈舍，用上了干净环保的卫生厕所，村里

环境进一步改善。”村民史文琴说。

湖 北 大 力 实 施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提 升 行 动 ，截 至

2022 年底，累计完成 10515 个行政村环境整治；新建、改造

户厕 13.15 万户；建成垃圾中转站 2029 座，配置农村保洁

员 14.1 万人。

拆除旧棚子，砌上篱笆墙，种上花卉、果树和中药材……在仙桃市剅河镇刘小

村，村民们正在整理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利用拆除的旧砖旧瓦片建造小庭院。

“在乡村建设中，我们坚持规划引领、不搞大拆大建，就地取材、因户制宜，完成

106 个村庄的建设规划。鼓励群众在房前屋后种植瓜果蔬菜、花卉苗木，发展投资

小、见效快的庭院经济，既美化了环境，又增加了村民的经济收益。”仙桃市农业农

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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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西省婺源县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坚持把旅游业作

为绿色发展的重要产业，依托优质资

源条件，推动生态旅游、乡村旅游高质

量发展。

图为 4 月 1 日，婺源县溪头乡江岭

景区的美丽景致。

本报记者 雷 声摄

生态旅游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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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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