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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
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
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在纪念
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话语铿锵。

科学的理论，是破除思想认识迷雾的
灯塔，是照亮实践发展前路的火炬。70 年
峥嵘岁月稠，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国
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其他各种
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
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
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自信的底气所在。

理论自信，来自于历史的检验——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

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
性课题。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
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

许多政治势力都曾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付诸
过实践，但它们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
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
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中国
快速发展起来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千辛
万苦、历尽劫难换来的。中国共产党最终
无可辩驳地取得胜利，证明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
论探索、实践、经验是完全正确的，这是
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理论自信，来自于现实的比照——
苏东剧变后，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

运，东、西方各有一个著名的预言。一个是以
福山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认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已经失败，历史将终结于自由市场和
民主政治；另一个则是 1992年春，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中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
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时至今日，当年的两个预言高下已分。
一面是发达国家难以走出经济危机阴影，世
界上一些被迫采纳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
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另一面则是中国经济
稳中向好，“朋友圈”越来越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旗帜高扬在世界东方。事实证明，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
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

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
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
中国方案。

理论自信，来自于自我的发展——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中国不

仅能够超越西方道路，还能够总结历史经
验，把握历史规律，不断发展甚至超越自
身的成功经验，勇于自我革命、与时俱
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终保持
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发展自己比改变别人更难。而新中国成
立 70年来，就是一个不断自我革命、超越自
我的过程。既不为外国模式和书本理论所束
缚，也不为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所牵绊，始
终保持着自主调整发展战略的能力。正基于

此，我们才逐步探索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等指导思想，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
求，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丰
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理论上清醒，道路上才能坚定。70年前，
中国人民对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
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渴望是多么强烈，但
前路又是多么漫长。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
这个目标。我们该有这个自信——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伟大的中国
人民定能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本栏目主持人：陈振凯

70年——理论火炬，照亮行程
■ 韩维正

辉煌中国·自信篇②

就读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余天呈还记得历史课本
中所描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70年来，祖国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这
种变化深有体会。尤其是科研水平从基础薄弱到如今飞
速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案例。”

这是海内外青年学子的共同感受。他们切身体会着
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感恩于祖国发展让自己有更好的
受教育机会，对未来更是充满希望。

巨大变化彰显中国速度

“小康是中国人几千年的愿望，无数代中国人民为此
付出了艰辛努力。在实现小康的进程中，恐怕没有什么
时代，比新中国 70年做得更好。我们每一个普通中国人
的经历，都能证明这一点。”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郭卫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经学，随着对中
国历史的了解逐渐加深，他对新中国 70年来所取得的成

就愈发敬佩和感动。
上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郭卫星还记得自己年龄很小

时，哥哥姐姐正上初中，需要步行一个多小时去上
学。他们平时住校，周末回来还要帮家里放牛、打野
菜，干各种农活。“那时候，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来说，
还非常遥远。”郭卫星说。

但到他上初中后，生活水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那时，电视机开始更新换代，手机开始普及。我所
居住的小县城里新样式的房子、崭新的公共汽车越来越
多。”就是一起上学的学生，也让他觉得不一样了，“同
学们开始追求时尚，越来越向往走出去。这种发生在日
常生活中和心理状态上的改变，和当时中国的发展是相
呼应的。”

刘崎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村庄，如今在莫斯科大学
全球化进程系攻读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同样身处祖
国的变化之中，“记得小时候看见大人们用传呼机联络，
觉得新奇又好玩，而如今转眼间智能手机已经铺天盖
地，5G 时代即将到来。再看我们的高铁发展，科技进
步，无不彰显着中国速度。”刘崎说。

感恩有受更好教育的机会

2008 年，郭卫星如愿考上大学，实现了自己的读书
梦想。“我从湖南省东南部一个小县城走出来，有机会接

受高等教育，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自己、家庭和师
长付出努力的结果，更得益于祖国的发展。在接受教育
方面，我比父辈更加幸运。”郭卫星说。

从小在广东白云山下长大的陈姗姗，同样感恩于祖
国给予的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我为自己在中国长大感
到幸运。我出生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还没现在这么
快，但是‘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
理念和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给无数家庭带来希望，也
让我们有了读书的机会。”陈姗姗说。

让她更觉幸运的是，自己还获得了公派出国留学的
机会。教育部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8年底，各类出
国留学人员累计达 585.71 万人，陈姗姗正是其中之一。

“我赶上了出国留学热潮，有机会赴德国学习。如今公派
留学生的资助金额大幅提升，我们出国留学有了更好的
经济保障。”

在国外留学的刘崎感叹道，正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学子有机会负笈海外留学。“随着
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国家留学政策的变化，有条
件走出国门学习的学子数量不断攀升，中国留学生在世
界各地留下了足迹。”

祖国强大让我们自豪

祖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青年

学子感到自豪，也让他们施展才华的舞台更为宽广。
从就读于清华大学到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专业方

向从电子信息科学和统计学到计算机科学，余天呈感受
到了自己所从事的科研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国内的科研
团队之前多是跟随国外技术发展的脚步，如今在一些领
域，我们正在由跟随者变成引领者，这是很了不起的转
变。”余天呈说，“我也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
国和中国文化更感兴趣了，这是很好的现象，因为只有
互相了解，才能互相理解。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中，中国
留学生提升了文化自信。”

在德国求学的陈姗姗也发现，在她周围，不少外国
朋友希望了解中国。“记得在一次城市生态会议上，我
遇到一位能讲流利中文的外国学者，她说中国在世界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很有必要。”陈
姗姗说。

在俄罗斯留学期间，刘崎结识了很多当地的师生
朋友。“在课堂上，老师常与中国学生探讨有关中国
的话题。在餐厅吃饭时，邻桌的俄罗斯夫妻听到我们
是中国人，便和我们热情地攀谈起来。汉语学习在俄
罗斯日渐火热，正是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的体现。”
刘崎说，“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我们必须担负起时代
使命，用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对留学海外的中国
学子来说，更要时刻心系祖国，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努力奋斗。”

我们的舞台更大了
——海内外青年学子盛赞新中国70年发展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世界眼中的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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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眼中的新中国

在黔西北一栋漂亮的两层楼民居里，84岁
的张正英老人腰板挺直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脸上洋溢着和蔼慈祥的笑容，一个劲儿地招呼
大家“坐、坐”，许多外媒朋友不约而同地感
叹：“张奶奶真幸福！”

这是“一带一路”新闻联盟短期访学班来
到贵州省大方县凤山乡恒大幸福二村采访调研
时的一幕。“难以置信，这些房子真的是给贫困
人口住的吗？”尼日利亚《领航报》总编辑奥斯
汀·马霍走进扶贫搬迁户居住的“小洋楼”时，
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恒大幸福二村是恒大集团援建的50个新农
村之一，住着 42 个搬迁贫困户、163 人，总投
入 1000 万元。为了让贫困户搬得出、稳得住，

恒大集团和当地政府因地制宜，结合群众发展
意愿，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
地”的运营模式，为每户援建两个蔬菜大棚，
贫困户组建扶贫互助合作社发展生产。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
参加访学活动的外媒朋友们看到，4 栋崭新的
居民楼矗立中央，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
施配套齐全，房屋进行了装修并配备了简易的
家电家具，搬迁户可以拎包入住。

“从居住在简易的小平房到搬进家电设施齐
全的楼房中，居民竟然不用花费一分钱，这在
世界其他地方难以想象。”埃塞俄比亚广播公司
高级编辑亚勒姆·泰德拉说，“企业把发展的红
利分享给了人民，只有中国才有这样伟大的智

慧和组织能力，才能完成工程量如此之大的搬
迁工作。”尤其令她感动的是工作人员会反复确
认村民的搬迁意愿，“这显示出政府和企业真正
为人民考虑，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近年来，贵州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发动全社会力量开展“大扶
贫”工程，全省每年减贫超过 100 万人；2012
年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脱贫攻
坚，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在了解到这些
情况后，南非独立传媒集团政治新闻部主任斯
菲索·马兰古竖起了大拇指：“中国通过多元化
手段帮助这么多人民摆脱贫困，创造了奇迹，
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中国扶贫经验值得世界
学习！”

开栏的话：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秘书处和中国传媒大

学共同承办的“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访学班近日开班。来自拉美和非洲
等地区的26个国家46家主流媒体的50名资深编辑记者，在北京期间参加了讲
座、参观、交流等活动，随后分赴陕西、浙江、贵州、广东等地采访调研，全面了解

“一带一路”的时代内涵，真切感受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发展成就。

“太精彩了”“非常震撼”“不可思议”……9
月 21 日，“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访学班
部分学员来到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近距离
感受中国古代文化，来自拉美和西班牙的媒体人
纷纷发出赞叹。

“在这里，我实现了儿时的梦想。”哥斯达黎
加《民族报》执行总编辑阿曼多·梅尔加今年 56
岁，从小熟知兵马俑的故事。他至今记得上世纪
兵马俑刚被发掘时，全世界为之轰动的场景。“我
们那一代人，在小学课本上都读过兵马俑的故
事，从那时起，我就想来中国看看。如今，亲眼见
到了兵马俑，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个人的面部
表情是如此不同，刻画得非常细腻，难以相信几
千年前的中国就有这样高超的技艺。”

抵达西安前，西班牙国际电台记者丹尼尔·托
达布就对这座中国古城充满期待。在飞机上，他拿
出西安地图反复看，指着古城墙对本报记者说，希
望今晚能够住在城墙内，近距离感受古城的氛围。

“访学班太棒了，不止带我们到中国参观，而且深
入到不同地域，了解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对于拉丁美洲的人来说，中国在地球的另
一端，”智利 《柜台报》 编辑瓦莱里亚·亚历杭
德拉表示，“访学班带我们来到北京、西安，近
距离接触并观察中国最真实的模样。这让我感
受到媒体是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通过我们的
报道，拉美人可以更多了解中国文化。”

这样的想法得到了西班牙 《理性报》 记者
克拉拉·纳比奥的赞同，她认为：“不同文明的

交流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交流，不同国家的人
生活在封闭的圈子里，会变得越来越狭隘，世
界将十分危险。”

观展时，阿根廷 《号角报》 国际部主任马
塞洛·坎特米向讲解员详细地了解兵马俑的历史
和修复保护等细节。他告诉记者，来之前，他
就查阅了大量史料，但兵马俑的恢弘气势还是
超乎想象。“未来，我希望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
化，将一个全面立体的中国介绍给拉美。”

“走过了千年的岁月，透过兵马俑，我看到
中国的历史文化保护得很好，”乌拉圭共和国报
媒体集团格拉西拉·瓦拉里诺指着兵马俑对记者
说，“乌拉圭人要学习中国人对历史的尊重，只
有尊重历史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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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李林宝 张博岚 高 炳

“中国扶贫经验值得世界学习”
本报记者 万秀斌 曹树林 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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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外媒体采访调研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