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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 12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向 2021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 开幕式
发表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
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在此关头，我们更需要增进思想沟通，促进交流合作，
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指出，我说过，“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
中国共产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100 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从根本上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
程。不久前，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中国共产党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好
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共产党将坚持走
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
类共同价值，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
和平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2 月 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向 2021 年“读懂
中国”国际会议 （广州） 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习 近 平 向 2021 年“ 读 懂 中 国 ”
国际会议（广州）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

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宗教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不断推动新时代宗
教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宗教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广大信教群众正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高瞻远瞩 把舵领航

坐落于西藏拉萨西郊根培乌孜山南麓的哲蚌寺，气势恢宏。
今年 7月 22日下午，在西藏进行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在措钦大殿，总书记细致询问哲蚌寺管委会负责人
相关情况。

“宗教要和顺、社会要和谐、民族要和睦。”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宗教的发展规律在于“和”。任何宗教的生存发展，都必须
同所在社会相适应，这是世界宗教发展传播的普遍规律。

春风化雨，举旗定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根据国内
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总结历史和现
实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
教，把握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
域各类问题，作出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

2016 年 4 月 22 日至 23 日，北京，全国宗教工作会议
召开。

“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宗教工作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关于
宗教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

提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
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开拓创新”列为
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决议认
为，越是伟大的事业，越充满艰难险阻，
越需要艰苦奋斗，越需要开拓创新。

100年前，在中华民族的危难关头，中国
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革命面貌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途，是一部不断开
拓创新的史诗。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
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披荆斩棘、
上下求索、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
其他各方面创新，敢为天下先，走出了前人
没有走出的路，任何艰难险阻都没能挡住党
和人民前进的步伐。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
必循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
党摒弃了苏联那样的中心城市暴动道路，

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将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作为根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人民在
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社
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创办经济
特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引进来”“走出
去”，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更好融入世
界……无不是以创新之举来推动事业前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开拓创新，提出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在科学家座谈会、企业家座
谈会等多个场合，在各地考察调研中，习近平
总书记反复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十九届五中
全会首次把“创新”放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

“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新时代，开拓
创新成果丰硕。理论创新与时俱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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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层出不
穷，从设立上海自贸区，到建设雄安新区，再
到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支持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成功推进一系
列重大改革。制度创新稳步推进，各领域基
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
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文化创
新精彩纷呈，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
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
学习大国建设。科技创新日新月异，把科技
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进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量子通信、人
工智能、5G以及“神舟”“祝融”“天宫”“蛟龙”
等，无不受到举世瞩目……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
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坚信，只要顺应时
代潮流，回应人民要求，勇于推进改革，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永不僵化、永不
停滞，就能够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
间奇迹。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越是伟大的事业越需要开拓创新
■ 刘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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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今天，在辽宁抚顺的雷锋纪念馆，记者再次深切感受到雷锋精神光辉永存——

雷 锋 ，从 未 离 开 我 们
本报记者 申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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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普通的解放军战士，身着军装，
头戴棉帽，手持钢枪，目视远方，昂然挺
立——当年的拍摄者不会想到，这幅照片日
后会成为新中国发行量最大的英模肖像。就
连那顶带护耳的棉帽，都有了另一个更广为
人知的名字：雷锋帽。

1963年 3月 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直
到今天，每年 3 月 5 日都是中国人的“学雷锋
日”。近日，记者带着 58 年前的那份人民日

报老报样，探访有名的“雷锋城”辽宁抚顺。
伴着 《学习雷锋好榜样》 的嘹亮歌声，

记者走进抚顺的雷锋纪念馆，迎面是一座汉
白玉雷锋全身像，英俊挺拔，青春飞扬。他
的生命定格在22岁，也标注了其精神的永恒
与不朽。徜徉在纪念馆里，仿佛能看到雷锋
短暂而光荣的一生。

雷锋194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7岁成为孤
儿。解放后，政府给他分了土地、房屋，还公费
供他上学。16 岁那年，雷锋的发言被班主任

夏柳写在笔记本上，记者参观纪念馆时找到了
这件展品，钢笔字迹在发黄的纸上略显模糊：

“我响应党的号召……决心做个好农民，驾起
拖拉机耕耘祖国大地；将来，如果祖国需要，我
就去做个好工人建设祖国；将来，如果祖国需
要，我就去参军做个好战士，拿起枪用生命和
鲜血保卫祖国，做人类英雄。”

1958年春，雷锋到湖南团山湖农场工作，
纪念馆一份剪报刊登着他在农场时发表的第
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开拖拉机》。同年

11 月，雷锋北上鞍钢，当了一名推土机手，展
柜里有他穿过的一件灰色绒衣，胸口缀满补
丁，隐约可辨“鞍钢技校 1959”几个字。1960
年，雷锋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馆内一面墙壁
正中是那幅人们熟悉的雷锋擦拭解放牌汽车
的大照片。雷锋生前做过的好事，纪念馆里多
以油画形式呈现：雨中，雷锋和工友们一起拿
着床单衣物抢救露天陈放的水泥；战友们休息
日上街游玩，他留在宿舍给大家洗衣服、换床
单、补袜子；老人来城里找儿子寻不着，他陪老
人去找；周末他也不歇着，和战友掏厕所、拾
粪，送给生产队的老乡……

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今年 80 岁，几乎每
天都要擦拭家中那尊雷锋半身塑像。跟记者
谈起往事，老人几度哽咽：“当时我文化不行，
雷班长带着我认字读书、学开车，帮我读家信、
写回信。有一次母亲来看我，告诉我给家里寄
的钱收到了，刚好用来买药。我寻思我没寄钱
啊，转头一想，肯定是雷锋寄的。我把班长找
来跟母亲讲：这是我的班长，他叫雷锋，信是他
写的，钱也是他寄的。我母亲感动得直掉泪，
雷锋却说：我是个孤儿，小乔的母亲也是我的
母亲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要一直把雷
锋精神讲下去，面对一万个人要讲、一千个人
要讲、一百个人也要讲！”

有人说，雷锋一辈子干的不都是些小事
吗？没错，雷锋就是在做一点一滴小事的过
程中，完成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之中去”的不凡壮举。他用短短 22
年的一生定义了“雷锋精神”——那是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

坚定信念，是服务人民、助人为乐的奉献
精神，是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敬
业精神，是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
神，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这
样一座巍峨的道德丰碑，正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时代写照。

全国劳模邓凤兰年轻时听雷锋做报告，
边听边流泪。“当时我就想，人为啥活着啊？
不就是要像雷锋一样甘当‘螺丝钉’、为人民
服务吗？”邓凤兰告诉记者，自己学了一辈子
雷锋，至今还常去学校讲雷锋故事，培养孩
子们从小做好事、献爱心的意识。

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向雷锋
墓敬献花篮并参观雷锋纪念馆时指出：“雷锋
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
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
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
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
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如果雷锋活着，也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
雷锋英年早逝，但他从未离开我们。雷锋
1962 年 8 月 15 日因公殉职后，当时人口不足
70 万的抚顺，10 余万群众自发涌上街头为他
送行。今天，在这座“雷锋城”里，活跃着26万
多名学雷锋志愿者、1700 余支志愿服务队
伍。而在全国各地，雷锋始终是好人好事与崇
高品格的代名词，是每个人学习的榜样，对几
代青少年来说，帅气的“雷锋叔叔”是他们人生
路上的偶像。雷锋精神，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新时代，雷锋精神依然时刻激励着亿万
中国人。在纪念馆园区内的雷锋墓前，记者
见到一位母亲正
轻声读诵墓碑上
的文字，一旁的
稚 童 听 得 入 神 。
不远处，阳光照
耀着一尊高大的
花岗岩塑像，那
是雷锋踏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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