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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彭波）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荣获#"$!年度中国政
府“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以及他们的亲属。李克强代表中国
政府和人民，向获奖外国专家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向在华工
作的全体外国专家和国际友人及其亲属表示崇高敬意。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马凯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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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本报 !" 月 # 日至 $ 日休

刊，%日恢复正常。敬请读者留意，顺致节日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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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价值观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马

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

变成物质力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自信

与国家兴衰直接相关：只有国力强大，经

济繁荣，民众才会对本国发展道路和政

治理念增强自信；反过来，只有当一个国

家具有心态自信，才可能既不会固步自

封，日趋封闭僵化，并在海纳百川吸收外

来文化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不会在接受

外来文化冲击时迷失自我，陷入民族虚

无主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阿拉伯世界的探索历程是很好例

证。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曾创

造过辉煌业绩，但近代日渐衰落，被迫

寻求新的解困之道。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要想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换”，至

少不能脱离两样东西：一是本土文化的

特殊性，也就是“阿拉伯属性”和“伊

斯兰属性”；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

成分。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系统

的工业化大潮洗礼，因而植根于传统社

会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文明，难以为经济

现代化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撑，因而需要

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从中汲

取营养。

而近百年阿拉伯世界的理论和道路

探索，前后摇摆，几乎尝试了所有意识

形态，但由于日渐脱离前述两个标准，

这些国家既没有真正坚持本土特色，也

没能真正汲取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日

渐陷入意识形态迷茫。奥斯曼帝国晚期

曾先后试用过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

义、突厥主义等不同认同方式，但最终

未能挽救帝国灭亡命运。从奥斯曼帝国

母体中分娩出来的阿拉伯国家继续四处

求索，先后提出或尝试了伊斯兰改革主

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

资本主义等不同“药方”，采用过威权

政体、议会民主、政教合一、传统君主

制等不同政体，但这些国家至今没解决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军事和经

济实力的强大，使西方文化辐射力和影

响力大增，加上西方大国有意输出意识

形态，阿拉伯世界长期浸淫在欧风美雨

之下，部分社会和政治精英沉迷于西式

理论和道路，不自觉地把西方经验当成

“普世价值”，言必称“希腊罗马”“欧

洲美国”，日渐迷失自我、认知混乱。

这种不良趋向的另一侧面，就是对本土

道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怀疑、鄙视乃

至彻底否定，由此人为加剧了阿拉伯国

家的朝野对立，使执政当局统治基础极

大削弱，当政者政治改革压力加大，甚

至部分丧失改革主导权，人为加快政权

崩溃过程。#()) 年阿拉伯剧变的发生，

即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迷

茫息息相关。

即使在中东剧变后，同样由于理论

和道路迷茫，这些转型国家不假思索接

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继续照搬

西方理论和经验，简单地将“民主化”

视为解困之道。埃及七八月份在强人政

治与民选政权之间不断“翻烙饼”，恰好

说明这些国家的理论和道路迷惘是如此

之深，以致朝野上下对任何一种政治试

验都丧失了起码的耐心，不断地从一个

陷阱坠入另一个陷阱。方向迷失的最终

结果，就是自身处境每况愈下，唯有使西

方国家改造和控制中东变得更加方便。

相比之下，中国的理论和道路探索

更具正面意义。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

主义，但又主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

国具体实践结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近年又提出“三个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中国梦”等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念

既包括了以我为主，发挥主体性的方

面，同时又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因

而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经验。正是

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精神，才

使中国发展道路渐入佳境，使“中国模

式”真正成为可能。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现
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阿拉伯式迷茫值得警醒
! 田文林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 月 !( 日召开
会议，审议并同意印发《科学发
展观学习纲要》。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科学发展观学
习纲要》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
大意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
阐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党的十八大
精神，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同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关
系，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
习和掌握科学发展观提供了重要
参考。会议同意将其印发全党。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
抓好《科学发展观学习纲要》的
学习实践，着力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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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周年

国务院举行国庆招待会
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出席 李克强发表讲话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外人士欢聚一堂，

共庆共和国华诞。 新华社记者 鞠 鹏摄

* 月 !( 日，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海上安全实兵演习全

面展开，各国军舰在澳大利亚东部演习区进行了实际登临

演习。图为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青岛舰临检拿捕小组整装

待发。 新华社记者 查春明摄

中国海军兵演澳大利亚

雪域拉萨迎国庆

李克强会见“友谊奖”得主
张高丽出席会见

李克强会见22国新任驻华使节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彭波）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周年前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 --国新任驻华使节。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彭波）国务院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习近平、李
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
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与 $$""多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
庆共和国华诞。

招待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讲话。他代
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
民致以节日祝贺；向港澳同胞、台
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亲切问候；
向关心支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克强表示，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党中央、国
务院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坚持稳
中求进、稳中有为，以转变政府职
能为突破口深化改革，正确处理政
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努力释放
改革红利，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内生
动力和社会创造力，统筹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实施一系列既利当前、
更惠长远的政策措施。我们保持定
力，稳定宏观政策，创新调节方式，有
效引导市场预期。经过各方努力，当
前中国经济出现稳中向好走势。我们
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实现今年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李克强指出，我国正处于经济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还面临很多困
难和挑战，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人民的智慧、奉献和创造，
是我们伟大祖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力

量。实现更加美好的生活，需要全
国各族人民共同顽强奋斗。我们将
敢于担当，攻坚克难，全面深化和
加快改革，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健康
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我们要继续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经济

结构调整力度，努力打造中国经济
升级版；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
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
各项社会事业，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好惠及全体人民；建设廉
洁政府、法治政府，让
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在公
平的机会、公平的规则

面前，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应有的成
功。

李克强说，我们将坚持“一国
两制”方针不动摇，严格按基本法
办事，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
定，持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造福两岸同胞，共同谱写中华民族
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李克强说，我们将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在国际合作中坚持
互利共赢，愿与世界各国分享发展
机遇、共同应对挑战，维护世界和
平与地区稳定，携手共创人类更加
美好的明天。

李克强最后说，我们肩负的使命
任重道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为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国务委员兼国
务院秘书长杨
晶主持招
待会。

近日，拉萨市园林

局从以往用过、没有损

坏的绢花中挑选花骨朵

完整、色泽靓丽的绢花

重复使用，用来装点国

庆节日气氛。图为拉萨

布达拉宫广场上用旧绢

花拼成“国庆”字样。

新华社记者
刘 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