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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彭 波 何思琦
林小溪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
指南。一切伟大的实践，都需要科学理
论的正确指引。

2023 年 10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
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在党的宣
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
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文化篇。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
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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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来，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不
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随着实
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真
理力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持续迸
发磅礴的实践伟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了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
文化条件。

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思想，伟大思想
引领伟大实践。

2023 年 10 月 10 日至 13 日，全国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结束不久，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江西考察。

在景德镇南麓遗址旁，习近平总书记
仔细端详，有感而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
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今年9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陕西宝鸡考察。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国宝何尊
铭刻的“宅兹中国”，是迄今为止“中国”
一词的最早文字记录。

面对何尊，久久凝思。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中华文明

五千年，还要进一步挖掘，深入研究、阐
释它的内涵和精神，宣传好其中蕴含的
伟大智慧，从而让大家更加尊崇热爱，
增强对中华文明的自豪感，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
传下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始终吸引着总书记关注的目光、激发着
总书记深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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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
千多年文明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
奋斗历程，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

“第二个结合”，深刻指出：“‘第二个结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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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坚持“两个
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
发展的思想结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
化理论的新境界。

深刻总结百余年来党领导文化建
设的历史探索以及新时代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
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高
举起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旗帜。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

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也为新时代新
征程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

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文明
传统基因？怎样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如何进一
步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共同思想基础？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脚
步不停，深邃缜密的思考不断——

在上海，总书记强调，坚持不懈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
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
地位；

在山东，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
自信，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华，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黄河
流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要保护弘扬黄河文化，传承好历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

持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
性认识，对“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
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习近平文化思
想充分体现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理论
品格。

今年春节前夕，天津古文化街披上
节日盛装。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果仁
张、泥人张、杨柳青年画等特色店铺，游
人如织、热闹非常。

一条古街，承载历史记忆，也展现
时代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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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回望 75年光辉历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推动一个

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
代”再到“引领时代”，走出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全新道路，以
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崭新局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
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
最壮丽的气象”

国庆前夕，龙（岩）龙（川）高铁梅龙段正式开通运营。
至此，中国铁路营业总里程突破 16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
里程超4.6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100 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描绘了中国
现代化第一份蓝图：建设 160 万公里公路、约 16 万公里铁
路、3 个世界级大海港、三峡大坝……如今，这些梦想已然
变成现实。

75年上下求索，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开启一场亘
古未有的伟大实践，以改革开放的如椽巨笔书写中华民族
复兴史上的壮美诗篇。

伟大变革，总是从思想破冰发端。
上世纪70年代末，面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发展的巨大差

异，中国共产党人清醒看到当时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1978
年5月，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
发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极大促进了思想解放。

1978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
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
性决策，中华巨轮驶入历史新航道。

如同春雷唤醒大地，改革开放从农村发轫，向城市推
进。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加入世贸组织……
亿万民众靠着敢闯敢干的冲劲，推动新中国迎来“史诗般
的进步”。

2012年 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

彼时，中国正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改革进入
攻坚期和深水区，发展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社会矛
盾增多……

2013年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新征程，开创了
中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为全面深化改革领航定向，迄今已主持召开了73次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领导小组）会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引领新时代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成就。

在介绍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时，美国《时代》周刊曾质疑：让全球1/4的人口
迅速摆脱孤立、与世界接轨，有过这样的先例吗？

今天的中国，用事实给出回答：国内生产总值从 1952年的 679亿元增至 2023年
的超126万亿元，占世界比重升至17%左右，1979年至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
贡献率为24.8%，居世界首位；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更加健全，文化自信进一步彰显，生态文明建设大力推进……

今年 7月，举世瞩目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回望不凡历程，三次“三中全会”一以贯之，历史节点的关键抉择印证改革开放是
引领中国坚定前行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2024年 5月 6日，法国巴
黎，习近平主席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向世界宣示中国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信心和底气。

“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今年6月，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一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塔读者会在此举
行，现场高朋满座，气氛热烈。

“这部著作对我们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经验、推动塔吉克斯坦自身改革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塔吉克斯坦总统直属国家管理学院教授拉希德·阿
利莫夫感慨良多。

今年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十周年。十年来，这部著作风行世界，改革
成为贯穿一至四卷的关键词，一系列重要论述向世界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的改革
之道。

坚持守正创新，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
“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能
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今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济南
主持召开企业和专家座谈会，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不错失机遇、把握引领时代潮流。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制度建设为
主线，及时把改革实践探索中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制度成果，引领改革全方位展开、向
纵深挺进。

直面发展难题，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实践表明，中国的伟大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

内部压力挑战重重，如何靠改革增强发展动能？
“新质生产力”，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期间首次提出这一重大概念，

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发展新质

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
精辟阐明改革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
从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处在“三期叠加”阶段到提出新常态，从贯彻新发展理念到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到明确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着眼于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矛盾、

体制机制障碍，不断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守牢价值取向，以全面深化改革激活亿万人民磅礴力量——
2021年3月23日，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
在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向市民张丽萍询问陪母亲看病的费用情况。得知1.3

万元花费中报销了8000多元，总书记十分欣慰。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坚持人民有所呼、
改革有所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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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负 起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写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一周年之际

在巍山县文华山体育公园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铺
设草坪。（摄于10月5日）

国庆假期，在巍山县的许多建
设工地，建设者们放弃假期休息，奋
战在建设工地一线，用快干实干奏
响节日最美旋律。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 记者 杨艳玲 高正达

秋日的大理苍山，层峦叠翠，溪水
潺潺，各种飞禽走兽隐匿其中，美如画
卷。像苍山一样，全州28个自然保护区
共同上演着万物和谐共生的故事。

自然保护区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
体，我州通过不断实施自然保护区能力
建设项目，自然保护区管理体制和建设
发展机制逐步完善，重要自然生态系
统、自然景观、自然遗产和生物多样性
逐步得到系统性保护，逐步构建起区域
生态安全屏障。目前，全州共建立了各
级各类自然保护区 28 个，面积 18.08 万
公顷，占全州国土面积的6.39%。其中，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面积10.18万公
顷；省级自然保护区3个，面积1.48万公

顷；州级自然保护区 22 个，面积 6.42 万
公顷。

我州先后对苍山洱海、云龙天池、
南涧无量山、巍山青华、剑川剑湖、永平
金光寺、弥渡太极顶、洱源茈碧湖等 22
个自然保护区编制了总体规划。未编
制总体规划的漾濞雪山河、大理蝴蝶
泉、大理凤阳鹭鸶栖息榕树 3 个州级
自然保护区在整合优化中将并入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下一步将结合国
家 级 自然保护 区 开 展 总 规 编 制 工
作 ；南 涧 土 林、鹤庆龙华山 2 个州级
自然保护区在整合优化中拟转化为省
级自然公园。根据《云南省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开展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
作的通知》要求，我州成立了大理州自
然保护地勘界立标工作领导组，有序

推进自然保护地的勘界立标工作，目
前全州 28 个自然保护区均已编制完
成勘界报告。

为解决部分自然保护区范围划定
和功能分区不够科学合理、各类自然
保护地交叉重叠等问题，2020 年起，我
州开展了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
2023年 4月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方案》。22 个州级自然保护区中，16 个
保护区不同程度地开展了资源本底调
查。全州 28 个自然保护区中，无量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云龙天池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巍山青华绿孔雀省级自
然保护区、剑川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
区、永平金光寺省级自然保护区较好地
开展了社区共建共管工作。

通过多方努力，云龙天池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争取到蚂蚁森林滇金丝猴
廊道栖息地修复和廊道建设项目以及
云龙天池多重效益森林恢复项目，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 中 ，项 目 分 别 入 选“ 生 物 多 样 性
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和“生物多
样性 100+全球典型案例”；2023 年 11
月，大理洱海、剑川剑湖成功从省级
重要湿地晋升为国家重要湿地；2024
年初，大理市列入申报国际湿地城市
提名名单；2023 年，云南省林草局公
布了第一批云南省候鸟迁徙 10 条通
道，其中，我州涉及弥渡、巍山、南涧、洱
源 4 个县，共 3 条通道。目前，全州基
本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

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全“绿”以赴 共享美好
——大理州实施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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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今年以来我国新开工37项重大水利工程

张立志夫妇：同心种苹果 生活比蜜甜

耄耋老人工笔重彩绘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