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网网址：http：// www. people. com. cn

2024年 10月

2
星期三

甲辰年八月三十

人民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65

代号 1-1
第 27843期
今日 8版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迎 来 75 周 年 华 诞 。 这

75 年，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时间历史”中，注定

是一段壮丽的“历史时间”。

对于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邃的思考

和深刻的自觉：以大时间观思考过去现在未来，

于长时间轴谋划治国理政，用辩证法把握运用

时间，将宝贵时间献给祖国和人民……

时光无言，映照赤诚初心，绘就恢宏史诗。

（一）“我无时无刻不提醒
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北京中轴线，犹如一条历史之脊纵贯古今，

天安门广场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

1949 年 9 月 30 日，开国大典前一天，人民

英雄纪念碑奠基。 2014 年 8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纪念碑

奠基日确定为人民共和国的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都会来到这里，怀着崇敬的心情

拾级而上，沿着基座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

纪念碑。

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仿佛凝固的时间——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

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

渡长江……

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的

目光，那些慨然前行的身躯，清晰刻画出一个

伟大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

历史，并非直线匀速行进的时间过程。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日子

里，“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近代以后，中华

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

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

天地转，光阴迫。天翻地覆慨而慷。

30多年前，在《摆脱贫困》的《跋》中，习近平

同志这样写道：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

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

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

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尽短时间”，“尽短时间”……从中，我们

不难读出一种追赶时间的“紧迫感、时代感”。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

考量——

2012 年 11 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

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本陈列。

驻 足 于 时 间 的 长 卷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以

“ 中 国梦”点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主

题。这一响亮的宣示，极大激发了人们创造历

史伟业的主动精神。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

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动人力量——

2016年盛夏，贺兰山畔。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考察。员工们涌到高高的作业平台上，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热情洋溢，感人至深。

总书记触景生情，对大家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华

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

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历史的厚度，决定了攀登的高度。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

意涵——

2024 年金秋，秦岭脚下，高台门阙式的陕

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气势恢宏。

博物院内，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前，习近平

总 书 记 停 下 脚 步 ，沿 着 玻 璃 展 柜 缓 缓 环 绕

一周，久久注视。

何以中国？

三千多年前，“中国”镌刻于何尊内底；三

千多年后，“中国”镌刻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

心底，成为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这就是时间感呐！”小兴安岭深处，久久

仰望一棵擎天红松，习近平总书记感叹道。

湘江之畔，广西毛竹山村 800 多年的酸枣

树，他看了又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长的树，

都有敬畏之心。”

蜀道蜿蜒，参天古柏下，他驻足凝望：“在

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义，对

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由树而观时间、思当下、谋未来。今日的

中华大地上，历史与空间的经纬交织中，长时

间维度、大历史格局鲜明而深刻。

从治水观治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是

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必须

善于治水。”

2024 年 9 月，站在“黄河第一桥”中山桥

上，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凝神沉思。上游

的甘肃兰州，中游的河南郑州，入海口的山东

东营……这些年，他一次次驻足于黄河之畔、

擘画大河之治。

10 多年间 30 多次深入沿黄省区考察，5 年

间接续主持召开 3场专题座谈会，胸怀的正是“事

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保护与发展、当下与长远，抉择无时不在。

推 动 长 江“ 十 年 禁 渔 ”，“ 共 抓 大 保 护 ，

不 搞大开发”，为的是一江碧水浩荡东流；以

“百年大计”的眼光谋划教育强国建设，为的

是确保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本着对民族和

历史负责的态度，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

气魄起笔雄安新区……时空格局的宏阔，决

定了时代蓝图的壮丽。

新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

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置身“压缩时

空”，人们对发展的期盼尤为迫切。

上世纪 90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

经过深入调研、反复酝酿，主持编制了《福州

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系统谋划了

福州 3 年、8 年、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步

骤、布局、重点等，被称为“‘3820’战略工程”。

当地干部评价：“一任市委书记也就 5 年，

习书记却做 20年的规划，谋划福州跨世纪发展。”

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深远思考：“一个

城市的发展，不仅要考虑中长期 10 年、20 年的发展目标，还得

考虑到要有远期 30 年、50 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目标……”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方谈话中

提出的这个时间节点，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脑海中。

在一次面对“关键少数”的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思考娓娓

道来：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经过长期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一个

政权要稳定下来，一个社会要稳定下来，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而形成比较完备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较长甚至很长的历史

时期。”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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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 史 进 程 。”在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总结回顾 75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

就，深刻指出“经过 75 年的艰苦奋斗，

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

现出无比光明灿烂的前景”，郑重宣示：

“我们坚信，创造了五千多年辉煌文明

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

造出新的更大辉煌，必将为人类和平和

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七十五载披荆斩棘，七十五载艰苦

奋斗。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4 亿

多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豪情满怀，960 多

万平方公里祖国大地生机勃发、欣欣向

荣，5000 多年中华文明光彩夺目、魅力

永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坚强牢固、充满活力。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前 进 道 路

不 可能一马平川，必定会有艰难险阻，

可能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

大考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

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当前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

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

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唯有保持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

一壑，才能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在日趋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在新

征程上作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

人民的业绩。

道路决定命运，要始终坚定道不变、

志不改的决心和意志。中国式现代化

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

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

价取得的重大成果。实践充分证明，中

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中国

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是

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义之路。循

大道，至万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

信，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下

去，一以贯之、勠力同心，就一定能让梦

想照进现实，不断迈向成功的彼岸。

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始终激扬攻坚

克难的勇气和韧劲。“遵道而行，但到半

途 须 努 力 ；会 心 不 远 ，要 登 绝 顶 莫 辞

劳”。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越不

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唯有始终锐意

进取、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积极担当作

为、敢于善于斗争，才能胜利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决

战胜一切不确定难预料的风险挑战。”

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坚如磐石的

信念、坚韧不拔的毅力，知难而进、知重

负重，脚踏实地、稳中求进，任何风浪都

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意志，任何困难都

无法阻挡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

新的历史需要我们共同开创，要始

终凝聚团结奋斗的智慧和力量。团结

奋斗是党领导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

由之路。75 年来，是“比铁还硬，比钢还

强”的团结之力，是“风雨无阻向前进”

的共同奋斗，让我们不断爬坡过坎、攻

城拔寨，创造了“人心齐，泰山移”的人

间奇迹。我们靠团结奋斗创造了辉煌

历史，还要靠团结奋斗开辟美好未来。

新征程上，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

坚硬的钢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迈不过的坎，就

一定能够共同谱写人民共和国更加绚

丽精彩的新篇章。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一代又一代人

接续奋斗创造了今天的中国。向着新目

标，奋楫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定历史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历史

主动，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

动派、实干家，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本报评论员

深夜，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灯火

通明，货机引擎轰鸣。产自中国的电子

产品、生物医药产品、汽车配件从这儿

“隔夜达全球”，南美三文鱼、北美龙虾、

泰国榴莲经此中转后送上各地百姓餐桌。

“白天送客，晚上送货。目前，花湖

国际机场已开通国际国内货运航线 77条，

全货机航线连接五大洲超过 100 个重

要城市。”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

建设管理专家李爱民说，“凌晨高峰时

段，平均 2 分钟就有 1 架货机起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推进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营

造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环

境。”花湖国际机场创新航空货运模式，

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

一批自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来的

5000 多公斤服装，正在机场中转，随即

发往韩国仁川。

“达卡直达韩国的航班少，而达卡

至鄂州的航线密度高，所以货主选择

在此中转。”货运代理公司操作经理翁

宗维正为这批货品办理“空空中转”业

务，“近年来，花湖国际机场不断优化中

转服务流程，免去中转货物在机场的安

检入库、进出仓库等环节，提高进出口

货物的通关效率，也降低了企业货物存

放费用等营运成本。”

物流添了“云助手”，中转效率越来

越高。翁宗维登录“鄂州花湖国际航空

货运枢纽平台”，输入运单号，预配舱

单、收运检查、货物安检等状态进度的

具体时间点一目了然。

“通过平台看物流时间节点，我们

可以靠前安排运输计划、压缩运输周

期，货物抵达鄂州前，就能根据物流进

度 为 其 预 订 航 班 ，实 现 中 转‘ 无 缝 衔

接’。”翁宗维说，放在过去，需要分别通

过海关、机场货站、民航等不同渠道，才

能查询到相关物流通关信息。

“平台于今年 6 月上线，打通机场、

航司、海关、民航等多方数据壁垒，实现

了机场航班查询、出口运单全程追踪管

理、集货补贴申报等多项功能，在 11 个

重要物流节点实现信息共享。”鄂州临

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廖金星介绍。

数智改造提效能。走进机场占地

75 万平方米的转运中心，52 公里长的

智能化分拣线上，大小各异的包裹以每

秒 2.7 米的速度“飞驰”。

在这里，10 架以上的货机能够同时

装卸，每小时可处理快递 28万件。单件

货物最快 5 分钟、最慢半小时就能分拣

完毕。鄂州海关副关长李峰介绍：“以

往，国际快件需在单独的监管场所内完

成通关监管手续，再经二次分拣后分发，

货物通关一般需要半天时间；如今，转运

中心建成 14 条海关智能查验线，从‘串

联式’通关变为同时进行的‘并联式’通

关，快件整体通关时间减少 50%。”

围绕将花湖国际机场打造成国际

物流枢纽中心的目标，鄂州坚持靠改革

创新找寻最优路径。“我们将持续提升

花 湖 国 际 机 场 枢 纽 功 能 、开 放 功 能 ，

全面建设内陆开放‘空中出海口’，加快

打造专业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鄂州

市委书记孙兵表示。

创新航空货运模式，建设内陆开放“空中出海口”
本报记者 田豆豆 范昊天

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一 面 红 旗 下 ，亿 万 中 华 儿 女 同

肃立；一曲国歌中，全国各族群众齐

声唱。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

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今天，我们庆祝

共和国华诞的最好行动，就是把这一

前 无 古 人 的 伟 大 事 业 不 断 推 向 前

进 。”在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成 立

75 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寄 语 ，激 励 广 大 干 部 群 众 坚 定 不 移

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与国家共进，和时代同行。10 月

1 日，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

庆祝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山河锦绣，

岁月芳华。

国旗高高飘扬
国歌激越嘹亮

10 月 1 日，迎着晨光，五星红旗

冉冉升起、迎风飘扬。人们满怀喜悦

与豪情，向新中国 75 周年华诞表达

最深切的祝福。

金 秋 十 月 ，首 都 北 京 。“ 祝 福

祖国”巨型花篮伫立天安门广场中央，

12 万多名各界群众静待庄严时刻。

清晨 6 时许，国旗护卫队从天安

门走出，跨过长安街，昂首阔步走向

升旗台。“向国旗——敬礼！”伴随着

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

冉升至旗杆顶端。人群发出阵阵欢

呼：“祝福祖国！”“祖国万岁！”

同升一面旗，共祝祖国好。内蒙

古 呼 伦 贝 尔 ，清 晨 气 温 在 零 摄 氏

度以下，各族干部群众汇聚在扎赉诺

尔区综合广场，举行庄严的升国旗活

动；浙江桐庐，6 位护旗手迈着铿锵有

力的步伐，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全

体人员庄严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

高唱国歌……

国旗招展，雪山增色。10月 1日，

在海拔 5374 米的雪山阵地，10 余名

“甘巴拉英雄雷达站”官兵迎风伫立、

整 齐 列 队 ，将 五 星 红 旗 高 高 升 起 在

雪山之巅，表达对国家的祝福。“国旗

鲜明的红色，就是我们忠诚的底色。”

矢志扎根冰峰、护卫家国，这是官兵

们共同践行的铮铮誓言。

赓续民族精神
激扬奋斗豪情

“嫦娥六号任务圆满成功之后，

嫦娥七号任务正在抓紧推进。”国庆

假期首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

中 心 研 究 员 、嫦 娥 七 号 载 荷 分 系 统

总设计师薛长斌仍在忙碌。

今年 6 月，嫦娥六号完成了人类

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采样。从“嫦娥

奔月”的美丽传说，到“嫦娥”揽月的

科技硕果，我国探月工程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出一条高质

量、高效益的月球探测之路。

（下转第三版）

与 国 家 共 进 和 时 代 同 行
本报记者 张帅祯

北京天安门广场，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前，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拍

照留念，感受喜庆气氛。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

馆，一场文物主题展带人

们回到峥嵘岁月，感悟今

与昔、体味苦难和辉煌。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

龙狮队、军鼓队热闹喧

天，华侨华人汇聚一起，

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眷恋。

家国共此时。对壮

美河山的由衷赞叹，对

灿烂文明的无比自豪，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深 情 期

许，对现代化强国的孜

孜以求……神州大地的

每个地方，古老民族的

每个儿女，都在用心倾诉、真情告白。

有网友说：“祖国有我，我有祖国。”

75 年波澜壮阔，亿万人民共同见证、

亲历、奋斗，标注共和国的年轮，镌刻

民族的记忆。春华秋实、岁物丰成，我们

不 仅 创 造 了 光 辉 的 历 史 ，还 将 书 写

光明的未来。

爱
我
中
华
，
同
心
奋
进

盛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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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谈R

10 月 1 日，升国旗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张武军摄

本报北京 10月 1日电 （记者李心

萍）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网主通道已建成投产约 80%；开工在建

规模约 15%。

2016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提出

构筑“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设计

总规模约 4.5 万公里。“八纵”通道，指的

是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

京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

道、包（银）海通道、兰（西）广通道。“八

横”通道，指的是绥满通道、京兰通道、

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

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

截至目前，京沪通道、京哈—京港

澳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沪昆通

道、广昆通道等已实现贯通，其他通道

等正在加快推进缺失段规划建设。沿

海通道北起辽宁大连（丹东），南至广

西北海（防城港），连接东部沿海地区，

贯通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珠三

角、北部湾等城市群。随着广汕高铁、

福厦高铁、汕汕高铁先后开通运营，漳

汕高铁开工建设，沿海通道建设实现

重大突破。目前，沿海通道仅剩沪乍

杭、温福高铁仍在进行前期工作。今

年，国铁集团将加快广东深圳至江门、

广西合浦至广东湛江段、福建漳州至

广东汕头段建设。

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力争到

2025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6.5 万

公里，其中高铁 5 万公里，铁路网覆盖

99.5%的城区人口 20 万以上城市，高铁

网覆盖 97.2%的城区人口 50 万以上城

市，助力区域协调发展。

“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建成投产约八成
新数据 新看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