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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穿越时空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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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7 日电 在中国

日报创刊 4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

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干部职

工和外国专家、友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 年来，中

国日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宣介中国改

革发展，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中国日报以创刊 40 周

年为新的起点，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

的职责，把握大局大势，创新对外话语体

系，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建设高素质队

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

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

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贺信

全文另发）

中国日报创刊于 1981 年 6 月 1 日，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份全球发行的国家

级英文日报。经过 40 年发展，已形成全

球化、分众化、多语种、全媒体传播体系，

报纸发行量约 70 万份，全媒体用户总数

超过 3.5 亿。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强调

更好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为促进
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作出新的贡献

值此中国日报创刊40周年之际，我向

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报社全体干部

职工和外国专家、友人，致以诚挚的问候！

40 年来，中国日报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宣介中国改革发展，为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发挥了重要作用。希

望中国日报以创刊 40 周年为新的起点，

牢记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把握大

局大势，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构建全媒体

传播格局，建设高素质队伍，不断提高国

际影响力，更好介绍中国的发展理念、发

展道路、发展成就，更好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为促进中国和世界交流沟

通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5 月 27 日

（新华社北京5月 27日电）

贺 信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5 月 27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世界马克思

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习近平表示，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寻求

自身解放的道路，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

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

武 器 。 今 年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

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

化。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

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开启了伟大复兴

的新征程。

习 近 平 强 调 ，面 对 当 今 人 类 社 会

面 临 的 共 同 挑 战 ，世 界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应该加强对话交流。中国共产党愿

同 各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政 党 一 道 ，共 同 推

动 人 类 进 步 事 业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希 望 与 会 同 志 通 过 深 入 研

讨 ，汇 聚 实 践 智 慧 ，淬 炼 思 想 火 花 ，推

动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21 世 纪 取 得 新 的 发

展 ，让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真 理 光 芒 继 续 照

耀我们的前行之路。

习近平向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研讨会致贺信

本报北京 5月 27日电 日前，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表彰全军宣

传舆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

报》，对 21 个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单

位和 49 名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个人

予以表彰。

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各级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紧围

绕宣传强军思想、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

军力量、助推强军实践，聚焦备战打仗主

责主业，面向部队、面向基层、面向官兵，

深入扎实做好宣传舆论工作，涌现出一

批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通报要求，各级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

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贯彻习主席关

于宣传舆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

求，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

取向，突出听党指挥、奋斗强军主基调，

聚焦聚力备战打仗，大力宣传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宣传中

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历程、不

朽功勋和宝贵经验特别是新时代强军事

业的伟大实践和巨大成就，在守正创新

中推动宣传舆论工作迈上新台阶、开创

新局面，为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

思想舆论支持。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表彰全军宣传舆论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件国家

一级文物——一根长约 1 米的小竹竿。

竹竿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地名：莱东县、临

淄、徐州、宿县……若是在地图上将这些

地名连接起来，不难发现，这条路线恰好

与淮海战役的战斗进程相吻合。

“这根小竹竿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援

淮海战役的有力见证。”见记者来访，淮

海战役纪念馆讲解员殷小涵道出这件文

物背后的故事。

这根小竹竿的主人叫唐和恩，是淮海

战役中一名支前民工。1948 年，淮海战

役打响，唐和恩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到

前线去，便主动推着自家的小推车前去报

名。出发时，他带了一根竹竿。一路上，

累了，就用它当拄棍；过河，便用它探路。

每行进到一地，唐和恩便把地名刻在竹竿

上。最终，他拄着这根小竹竿途经 88 个

村镇，行程 2500多公里，硬是将小推车从

胶东半岛推到淮河之畔。

“淮海战役的胜利，正是人民战争的

经典诠释！”站在毛泽东题写的“人民的

胜利”几个大字前，记者的思绪被带回那

战火纷飞的岁月。

1948 年，辽沈战役结束，兵败的国

民党在徐州、蚌埠一带集结大量兵力，企

图采取“备战退守”的方式，阻止我军继

续南下。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中央军

委研究批准了粟裕关于乘胜追击，攻歼

淮阴、淮安等地之敌的建议，并决定由刘

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等人组

成总前委，指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及

地方武装，于 11 月 6 日起对国民党军发

起战略进攻。由于战场在淮（河）海（州）

地区，故史称“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纪念馆中悬挂的一块展板

上，记载了此战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兵

力，敌 80 万，我 60 万；火炮，敌 4215 门，

我 1364 门；坦克，敌 215 辆，我 22 辆；飞

机，敌 158 架，我尚无空军……单从数据

上看，似乎国民党军更有胜算。可蒋介

石不曾料到，随着一组更加宏大的数字

加入战局，胜利的天平注定要向共产党

倾斜。

“由于共产党在解放区执行群众政

策并实施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反动派

统治压迫的穷苦百姓得以翻身解放，广

大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

高。”殷小涵告诉记者，淮海战役打响后，

山东、河南等地的百姓纷纷响应党中央

支前号召，男丁踊跃加入民工队、担架

队、小车队，随部队一同奔赴前线；妇女

和老人则在后方日夜不停地碾米、磨面，

缝制棉衣、棉鞋……据统计，整个淮海战

役期间，解放区共出动民工 543 万人，大

小车辆 88 万余辆，挑子、担架 50 余万副，

牲畜 76 万余头。

纪念馆展出的一张照片，再现了当

时火热的支前场景：一处后方粮站中，人

流熙熙、车流滚滚，运送军需物资的民工

队伍连绵数里。

与此同时，在纵横 5 省的战场上，老

百姓建起了上百条水陆运输干线，数百

处兵站、伤病员转运站……组成一张庞

大的支前保障网。

这些支前群众，大多都没有在史海

中留下事迹和姓名，记者只能从他们当

年喊出的口号中，去感受一颗颗滚烫赤

诚的心——

“倾家荡产，支援前线！”

“一条扁担两头弯，千里遥远来支

前。一头挑的是白面，一头挑的是炮弹。

白面送给同志吃，送上炮弹打坏蛋！”

……

正因为得到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

我军气势如虹，仅用 60 余天便解放了长

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夺取胜利后，

陈毅发出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

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国民党军 18 军军长杨伯涛，在被俘

押 往 后 方 的 路 上 ，被 眼 前 的 场 景 所 震

撼：以前经过这些地方时，门户紧闭，村

镇 静 寂 ，现 在 却 是 车 水 马 龙 ，熙 熙 攘

攘。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一辆辆大车

满载猪肉，而他前不久通过这里时连一

头猪都没看到。

两相对比，民心向背不言而喻。走出

纪念馆，记者越发感到，我们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

运的历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

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

人 民 的 胜 利
—探访淮海战役纪念馆

■本报记者 李佳豪 韩 成 通讯员 刘 佳

记者手记

5 月下旬，北部战区海军某

护卫舰支队组织舰艇编队赴陌生

海域开展实战化训练，锤炼打赢

能力。

王光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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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革命精神谱系系列文章—

万里征程上的伟大转折

太行山满目青翠，滹沱河碧波悠

悠。革命老区西柏坡似一颗明珠镶嵌

在山水之间。

1949年 3月 23日，党中央从西柏坡

动身前往北京。毛泽东形象地比喻为

“进京赶考”，并指出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主席来到西

柏坡，在同当地党员干部群众座谈时

郑 重 表 示 ，“党 面 临 的‘ 赶 考 ’远 未 结

束”“所有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

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

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

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初夏时节，记者追寻红色足迹，来

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赶考”出发地，找

寻那份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

不忘初心，“赶考”不停步

1 部电话、2 张地图、3 套桌椅，摆

放在低矮的土砖房中。如果不是亲眼

见到，很难想象这间土砖房当年是中

央军委作战室，党中央就在这里指挥

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周恩来

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

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习主席对当地

干部群众说，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

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2013 年，习主席在革命圣地西柏

坡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

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 多年

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

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

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不忘来时路，“赶考”不停步。全

军官兵牢记习主席嘱托，深入学习党

史军史，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汲取奋进智慧和力量，阔步强军

兴军新征程。

西柏坡纪念馆内，一张张承载历史

的照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实物、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故事，无不让人动容。陆军

工程大学把党史学习教育课堂搬进纪念

馆，让官兵在近距离触摸历史中真正弄

清我们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汲取初

心力量中肩负起新时代神圣使命。

探寻“赶考”出发地，凝聚“赶考”

内动力。火箭军某基地利用党史课讲

战史、析战例，深层次分析晋察冀野战

军的胜战经验，从中总结出打赢未来

战争的启示。该基地领导表示，党带

领人民建立丰功伟绩的百年历程，是

一笔重要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

“赶考”路上，我们一定要把红色基因

传承下去，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答案

写在战位上。

攻坚克难，答好新“考卷”

走进阜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

馆大厅，映入眼帘的一组青铜人物群

像，再现了当年晋察冀军民浴血奋战、

勇往直前的场景。

1937 年，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

命 家 在 阜 平 创 建 了 晋 察 冀 抗 日 根 据

地。抗日战争时期，只有 9 万人口的阜

平，有 2 万多人参军参战。上世纪八十

年代，得知阜平老区人民仍生活贫困

时，聂荣臻元帅动情地说：“阜平不富，

死不瞑目。”

2012 年 12 月底，习主席冒着严寒

来到阜平，看望慰问困难群众，鼓励大

家脱贫致富奔小康。习主席在顾家台

村和干部群众进行座谈，提出了“把帮

助困难群众脱贫致富摆在更加突出位

置”的要求。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中部

战区响应党中央、习主席号召，携手阜

平县史家寨村打响脱贫攻坚战。驻地

官兵与县、乡、村三级组织反复磨合论

证，针对增收难、创业难、就业难实际，

推动史家寨村形成“种植有酱厂，养殖

有鸡场”的产业格局。“多亏了党中央

的关心、子弟兵的帮助，我们这个小山

村才能旧貌换新颜。”史家寨乡党委书

记贾琇清激动地说。

在店房村，村史馆房顶“感党恩、

跟党走”几个大字格外显眼。中央军

委国防动员部与店房村结对帮扶，官

兵多次进村入户，与全村党员一起上

党课、过党日，和村党支部一起研究脱

贫工作，把村党支部建设成坚强战斗

堡垒。（下转第三版）

百年大党：“赶考”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张毓津 李伟欣

走在革命圣地西柏坡，低矮的土砖

房和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

比。联系百年大党的“赶考”之路，这两

者的隐喻更加让人印象深刻——

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我们党

面临的考题是“怎样建立一个新中国，建

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70多年来，中

国经济腾飞，发生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

人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

如今，迈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我们党面临新的历史挑战、新的历史

考题——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只有继承发扬“赶考精

神”，夯实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才

能永葆党的初心。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

蹄”。“赶考”新征程上，前方还会有坎坷

险滩，但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矢志艰

苦奋斗，一定能够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

的历史重任。

继续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