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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
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社
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
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
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
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

“ 结 合 ” 筑 牢 了 道 路 根
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
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
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把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与中华民族
千年理想有机结合，赋予道路制度以民族的
血脉，赋予理想信念以文明的底蕴，彰显了

“走自己的路”的强大底气和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
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高峰。

序厅内，巨幅漆画 《长城颂》 气势恢
弘。巍巍长城盘旋而上，象征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初心
永驻的写照。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也
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
扬者，在薪火相传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路
向前。

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
遭遇深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寻求
救国救民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
高度的契合性。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扎
根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
化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走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蕴含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康庄大道。

这条道路，不忘本来，面向未来。
河北阜平，地处太行山区。史料记载，

“阜”为兴旺昌盛之意，寄托着世世代代阜平
人的强烈愿望。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
这里向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十年间，
曾经的“贫中之贫”蝶变成黄土生金之地。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中华民族完
成了彻底摆脱贫困的奇迹一跃、在中华大地
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诗经》中的千古吟
唱在社会主义中国超越梦想、照进现实。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期盼紧密凝结在一
起，激荡起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汇聚起团
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宽广。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我们走自己的路愈发具有无比广阔
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
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
总书记庄严宣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
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
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文化根基”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
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
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
明史中走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
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一百多年来的奋
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两个结合”，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道路
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认识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重要思
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进一
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始建于 1183 年，
如今用于展示宋代理学家朱熹生平和成就。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园内
展示着朱熹对 《孟子》 所作注解。2018 年 6
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书记借用这句话，诠释民心是最大
的政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
民立场，价值理念相通，决定了中国共产党
根本宗旨的确立。

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
怀，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

科学判断，再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不懈
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践行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辽阔的华夏大地，海岸如弓，江河似
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离不开长江黄河的
滋养哺育。

从提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千秋大计，确立国家的“江河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
突出地位，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上承千百
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
时代发展实践相结合，提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
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
力跃上新台阶。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印证了马克思
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一部1688年法
国出版的首部 《论语导读》 法文版原著格外
珍贵。

这是 2019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
国时收到的国礼。法国总统马克龙介绍说，

《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和伏
尔泰的哲学思想给予启发。

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尽管差异巨
大，却常有相通互鉴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
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
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
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一论断愈
发显现科学价值。

10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期间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推
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10

年间，这一理念产生日益广泛深远的国际影
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
的鲜明旗帜。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
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
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
跃，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
以深厚底蕴”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
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奋进新征程
的号召。

中国式现代化，从何而来，走向何处？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

考察中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殷墟我向往
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文
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
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兰台洞库 2 号
库里，首次同台展示了 《四库全书》 文渊
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
真影印版本，全面呈现 《四库全书》 风貌，
实现“四阁四库合璧”。

今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
时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文明
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民族的
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不少，留
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
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明继续传承下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走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
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
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

广东茂名，传承千年的荔枝之乡。今年

4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这里查看乡村产业发展
情况，展望美好图景：“我
们要搞共同富裕，先富带
后富，把后富的往前推一
把；钱赚得再多，不讲精
神文明不行，我们的乡风
民俗要文明；生态和经济
要和谐，‘个体现代化、村
里脏乱差’不行……乡村
振 兴 要 和 这 些 ‘ 国 之 大

者’结合起来。”
一席话，道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是人
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
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
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
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
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
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
重大创新。”

今年2月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
明进步的高度，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
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
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
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
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今年 4 月，巴西总统卢拉第四次访华，
第一站抵达上海，参观了华为公司，对中国
在 5G 等领域发展成就深表钦佩。他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表明，发展没有单一的
药方，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其历史挑战和自
身实力走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创造了伟大的
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
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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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大道，至万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必将乘风破浪，驶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

（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赵超、
熊争艳、孙少龙、王鹏）

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四

新华社记者

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四

新华社记者

“端午粽是情，两岸一家亲”，
昌平·高雄和美乡村交流活动近日在
京举办，两岸书法家现场泼墨写下
这一语双关的美好祝愿。端午佳节
期间，北京市台办举办一系列两岸
交流活动，京台两地民众于线上线
下共聚，话端午、拉家常、谈合
作、叙乡情，在传统节日的温馨氛
围中亲密互动，拉近彼此心灵距离。

台湾老乡 来京看看

昌平·高雄和美乡村交流活动在
昌平区十三陵镇仙人洞村和高雄市
路竹区竹西社区设立两个会场，两
地民俗文化乡村代表人士200余人连
线共话桑麻。

仙人洞村村委会介绍了该村如
何利用传统楹联文化助力乡村建
设，高雄会场的黄贵民博士则介绍
了当地生态农业、生态养殖业发展
情况。两个会场的群众纷纷提问，

气氛热烈。高雄会场的中华海峡
两岸企业交流协会理事长陈堂立
表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需要实践去落实，两岸交流
活动有利于双方分享发展经验、共
享发展成果。”

青砖灰瓦，绿意环绕，西城区
风景如画的什刹海街道兴华社区迎
来了高雄基层里长、理事长、里民
等一行 21 人，“迎端午 粽飘香”活
动西城之旅由此开启。“社区真的很
漂亮，超温馨！”当参访团看到居民
公共活动区内流水潺潺、鱼儿戏
水、绿树成荫，纷纷表示感受到了
北京基层社区为居民提供优质人居
环境的用心。

参访团成员表示，两岸人民的
血缘之情，不能断，断不了。希望
更多台湾老乡来北京看一看，亲眼
见证北京乃至整个大陆地区经济社
会文化建设的大变样，也欢迎北京
的朋友们去台湾交流参访。

“丰·台”合作 有“她力量”

在丰台区，丰“花”正茂邀你
来·“香”约端午共安康——在京台
胞女企业家行走丰台主题活动近日
举办。来自北京市台企协妇女联谊
会、北京市台企协丰台分会的一行
31 名女企业家行走丰台，品游“源
起中都· 水生丽泽”线路，参观非
遗文化产业，畅谈合作，种下友谊
之花。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妇女会会长
汤雯喻表示，父亲和我对北京的感
情十分深厚，今天见识到了金中都
悠久的历史文化，参观了丽泽 SO-
HO高科技产业，感受到了如今丰台
的发展，由衷为丰台点赞。

两岸女企业家们还饶有兴致地
制作香囊，并与高雄三民区视频连
线，在共祈平安、互祝安康的过程
中体悟中华传统节日内涵。

“芳华逐梦”沙龙畅谈环节，两
岸女企业家表示，希望与这个有着
千年古韵风情、优质产业生态、一
流营商环境、充满人文气息的幸福
丰台携手同心，逐梦前行，成为发
展伙伴， 为“丰·台”合作发展贡
献“她力量”。

咱的节日 一起欢度

在海淀区中关村科学城北区的四
海孔子书院，200余名两岸同胞齐聚
一堂，参与“咱的节日——红楼端
午 众享温情”两岸一家亲癸卯民俗
文化节。活动在气势磅礴的吟诵《离
骚》中拉开序幕，其后舞蹈《情系扇
缘》、朗诵《强国力量》、舞蹈《红楼
梦源》等融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于一
炉的节目精彩纷呈，激发两岸同胞情
感共鸣。

在石景山区，来自台北私立静
心中学的师生一行 22 人走进北京京
源学校，共同开展“天涯海角时常
梦，万水千山粽是情”——两岸中
学生端午交流活动。

“把糯米压紧一点，再加一颗红
枣”“来，我帮你缠上线”……两岸
学生一起动手包粽子。欢声笑语
中，一根根吉祥的包粽丝线，串起
两岸少年的心。两岸师生还共同体
验了京剧、陶艺两项京源学校特色
的传统文化课程。

在怀柔区泉河街道北园社区，
“粽香千里 情系海峡”京台两岸视
频连线活动让怀柔和高雄的近200名
居民欢聚一堂。20 余名高雄同胞来
到怀柔现场，通过视频连线与高雄
会场近百位乡亲，共度美好佳节。

“希望两岸的合作和交流越来越
多，我们的未来会更好。”高雄参访
团成员在怀柔会场说。

两岸同胞端午交流系列活动在京举办——

寻 文 化 根 脉 叙 乡 情 乡 谊
本报记者 王 平

本报北京6月25日电（记者苗
春） 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
同志生前事迹的电影 《申纪兰》 25
日在北京首映。

电影 《申纪兰》 以申纪兰同志
最后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履职历程为切口，用平实动人的镜
头语言，将她发动妇女促进同工同
酬，下地带领大家勤劳致富、改变
家乡的故事娓娓道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
华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这部电影刻画
并展示了申纪兰同志忠诚、朴实、
奉献的崇高形象和高贵品质，是一
部思想内涵丰富、叙事风格清新、
制作十分精良的主旋律电影，也是
一部宣传人大工作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生动教材。

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海鹰致辞表示，申纪兰同志用自
己的奋斗实现了一名妇女的人生价
值，激励一代代中国女性爱党爱
国、自立自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团结奋斗。

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张吉福致辞表示，山西这片红色
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孕育了无数可
歌可泣的英雄儿女，申纪兰同志就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电影 《申纪
兰》 历经 3 年创作打磨，在申纪兰
同志逝世 3 周年之际上线公映，是
对这位功勋人物的最好怀念和崇高
致敬。

电影 《申纪兰》 由哈斯朝鲁导
演，岳红、姚兵蓉等主演，将于 6
月28日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

电影《申纪兰》在京首映电影《申纪兰》在京首映

本报南京6月25日电（记者尹
晓宇）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率先在江苏开展新一轮太湖清淤
工程。据了解，武进实施清淤区
域主要为竺山湖湖区，底泥疏浚
方量约 500.4 万立方米，计划分 3
年实施。一期工程预计清淤总量
150.2 万立方米，实施期限为 2023
年至 2024 年，目前已稳定出泥。

此次清淤，武进采用以环保型绞
吸式挖泥船为主、气动吸泥泵生
态清淤船为辅的清淤方式，底泥经
固化处理后将用于低洼地平整修
复、建设湖滨湿地带以及资源化利
用等。清淤工程完工后，将有效削
减太湖内源污染，进一步降低湖
泛风险。据悉，太湖此轮清淤总
规模将达 4059.6 万立方米。

常州实施新一轮太湖清淤

据新华社厦门电 （记者付敏）
2023海峡两岸郑成功文化节开幕式
暨颂典仪式近日在厦门举行。数百
名两岸民众相聚厦门延平郡王祠，
祭祀两岸尊崇的民族英雄郑成功。

作为文化节的重头戏，郑成
功 颂 典 祀 宴 礼 在 鼓 声 中 拉 开 序
幕。在大陆主祭官和台湾主祭官
的共同带领下，近百位在厦门的
郑氏宗亲以及来自台湾的信众共
同参与颂典仪式。

颂典仪式上还特别邀请台湾地
区的九天民俗技艺团前来表演，他
们带来开场表演 《成功战鼓》 以及
与厦门市思明区文化馆共同创编的

鼓舞《祈愿洪福》。
来自台中的陈聪安是第一次到

厦门参加祭祀郑成功活动。“郑成功
在台南成功击退荷兰殖民者，是两
岸民众共同景仰的民族英雄，”他
说，“郑成功在福建、台湾等地留下
许多历史遗迹，是两岸共同的历史
文化记忆。两岸民众共同祭祀是一
种文化传承。”

本届郑成功文化节由厦门市思
明区人民政府主办。为期三个月的
文化节还将举办两岸青年交流会、
两岸寻根之旅、成功文化座谈会、
成功文化两岸市集、“成功杯”海峡
两岸原创广场舞等活动。

两 岸 民 众 共 祭 郑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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