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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16日出版
的第20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强调这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以这
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对党的理论
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
位、方向、方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
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
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
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
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
出并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
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坚持
好、运用好。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的魂和
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
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
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这个魂和根。必须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
不动摇，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发
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
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
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要拓
宽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习和借
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人类知识的
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
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
局大气象。

文章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新课题。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
物。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
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
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
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
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
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今天，我
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
轻了，而是更重了。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以更
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
展脉络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
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全面系统地提出解决
现实问题的科学理念、有效对策，让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文章指出，要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
化学理化。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
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
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随
着实践进程的深化，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会越来越丰富。要不断深化理论
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
果，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全党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文章指出，要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马克思主
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
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
智慧的结晶。我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线，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也
要走好群众路线。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
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
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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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秋意正浓。九江、景德镇、上饶，再到南昌，
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察实情、观进展、谋未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重大国
家战略，覆盖沿江 11个省市。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
板块的经济带，占有全国“半壁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
济总量。它所承载的，不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
践，也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时代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10多年来30多次来到长江
沿岸。江水滚滚东逝，江岸黄了又绿，长江的模样也在
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改变。

大江东去，长卷万里。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谈会，第1次召开于近8

年前。此后每隔两三年，第2次、第3次，再到这一次考察期
间于南昌第4次召开座谈会。一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党中
央“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的治国之道。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回顾长江经济带
的发展历程，颇为感慨：“做就要做好，坚定做下去。笃
行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保护
“坚持把共抓大保护摆在第一位”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152公里长江江西段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登上琵琶亭，举目远眺。
大江逶迤，芳草长堤。天高地广，遐思万千！
10 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含绿量”越来越

高，“确实是沧桑巨变啊！”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生态

代价。总书记曾经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
还不轻”。

2016 年第一次座谈会，总书记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
下规矩：“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8年时间过去了，“保护”的成绩单有目共睹。“水
质优良比例94.5%，长江干流连续3年Ⅱ类水质。”总书记
感慨：“归纳一个个数字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实施以来，取得的是战略性的效益。” （下转第三版）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

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本报记者 杜尚泽 郑少忠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 晖

古老的丝绸之路，跨过沙漠海洋，绵亘万里河
山，穿越千年时空，闪耀在人类文明持续前进的宏
大历史进程中。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印
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

10年，3600多个日夜，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谋篇
布局，推动“一带一路”这一植根历史沃土、着眼人类美
好未来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在共商共建共享中走深
走实，在高质量发展中开拓出一条造福世界的发展繁
荣之路，铺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美画卷。

擘画引领，梦想种子长成繁茂大树

南非，德阿地区的山地上，一座座白色风力发
电机巍然矗立，将丰沛的风能转化为电能，点亮千
家万户。由中国企业建设运营的德阿风电项目，
2017年并网发电以来，有效缓解了当地电力供应短
缺局面，推动经济发展，改善生态环境。

“南非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的非洲国家，连续13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是中国在非洲投资存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今年 8 月，赴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
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习近平
主席发表署名文章，讲述两国合作“蛋糕越做越
大”的生动故事。

在“云帆高张、昼夜星驰”的古丝绸之路上，中非

互通有无、相知相交。此次会晤，在两国元首见证下，
《中南关于同意深化“一带一路”合作的意向书》签署，
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实打实、沉甸甸”，回望10年历程，共建“一
带一路”的成果厚重而丰硕：

——截至目前，我国已同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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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全球五大洲；

——引领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沿边地区从开
放“末梢”变为“前沿”，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
的全方位开放大格局加快形成；

——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写入联合国、亚太经合
组织等多边机制成果文件，“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扎
扎实实，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光明、机遇和繁荣，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人们清晰记得，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深情讲述：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
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

此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
发表演讲指出：“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
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
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
有无，传递情谊。”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
强烈愿望，习近平主席开创性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赋予古代丝绸之路新的时代内涵。

这是着眼历史发展大势，对人类文明走向的深
邃思考——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代，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阻挡，变革创
新步伐持续向前。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充满挑战的世
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
摆在全人类面前。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
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
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
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
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
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2017年5月，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

作前，习近平主席同出席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的各国贵宾合影留念。

群峰巍峨，山高水长。
习近平主席的一番话凝聚广泛共识：“我们完全

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
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 （下转第二版）

思想是时代的航标。
“‘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
“‘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和“五通”设想，到通过相关规划、确立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从三次召开相关座谈会，到两次举办“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

‘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
互济的开放格局”，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

十年来，我国已与 150 多个国家、30 多个国际组
织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
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打造
了一个个“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丰碑”，为共建
国家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成为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论述，不断丰富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刻内
涵，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
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
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
的沿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2023年9月23日，钱塘江畔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
场内“万涓成水，奔涌成潮”，第三次在中国举办的亚运
会盛大开幕，诗画浙江迎来又一个历史性时刻。

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前，习近平总书记同多位国
际贵宾进行会见，真挚的话语让中国的老友新朋十
分感动。

会见中，习近平总书记和贵宾们多次提到同一个
词：“一带一路”——

“双方要继续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产业振
兴、基础设施建设、粮食自主、民生改善四大重点领域
合作”；

“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积极成果，
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初具规模”……

共建“一带一路”这一重大倡议，走过了10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

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2013 年就
是这样的年份。

那一年的 9月 7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瓜果飘

香。习近平总书记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礼堂发表演
讲，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

“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
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
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2013年10月3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椰树芃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阐述了“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

“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
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
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以路为轴，以地为纸，合作为笔，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幅友好合作
的壮美画卷跃然纸上。

为什么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给出答案：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

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
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
今天这样丰富。” （下转第三版）

“ 开 拓 造 福 各 国 、惠 及 世 界 的‘ 幸 福 路 ’”
——习近平总书记谋划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新华社记者

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论述综述

本报记者 杜海涛 李 翔 罗珊珊

金秋十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
程中浓墨重彩、熠熠生辉。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一
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中
开拓通向真理的道路，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
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迈步新征程，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中华民族以更
加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昂扬奋进。

（一）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见证无数中华民族历史时刻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铭

刻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宣告——
“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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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结合”甫一提出，迅速在思想理论文化界
激荡起强烈共鸣，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
理论成果已经成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文化人、文以载道的深厚智慧，熔铸于五千多年中华
文明的悠久历史。

关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
早在从政之初，习近平同志就格外关心县域文化建

设，主导修复正定隆兴寺、保护隋碑、组织编写《正定古今》。
在福建宁德，习近平同志也在思索“文化”这个关

键命题。《摆脱贫困》中写道：“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
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
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
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
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

文明，却也曾在近代遭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
尘的劫难。

自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 （下转第四版）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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