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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月 8 日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

电话。

习近平强调，中日是近邻，“亲仁善

邻，国之宝也”。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

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

荣。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

中方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

沟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

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明年是中日邦交正

常化 50 周年，希望双方重温初心，相向

而行，共同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开辟

两国关系新的发展前景。

习近平指出，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

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

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

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

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

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

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双方应该加强治

国理政交流和经济政策协调，共同维护

公平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更高

水平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双方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本着各自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

弘扬和而不同、和衷共济的东亚智慧，积

极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应对全球性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祝贺日本成功

举办东京奥运会，欢迎日方积极参加明

年 2 月北京冬奥会。

岸 田 文 雄 对 中 国 国 庆 表 示 祝 贺 。

岸田表示，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日

中关系正在迈入新时代。日方愿同中

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

示，以明年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

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

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双方应该通

过对话管控分歧。日方愿同中方继续

加强经济合作和民间交流，就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地区问

题密切沟通合作。日方期待北京冬奥

会顺利召开。

双 方 都 认 为 此 次 对 话 十 分 及 时 、

十 分 重 要 ，同 意 继 续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保

持 互 动 沟 通 ，为 两 国 关 系 正 确 发 展 指

引方向。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

纲要》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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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实

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贺兰山等重点区

域生态保护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

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

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

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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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8日电 近日，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通知》，就充分发

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提出明确要求。

通知指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和党

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

部署，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要充分发挥好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困

难事、群众烦心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切实在办实事、开新局上取得

明显成效。

通知强调，要紧密结合“党旗在基层

一线高高飘扬”活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充

分发挥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从最困难的群众

入手、最突出的问题抓起、最现实的利益

出发，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坚持先进引领、典型引路，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践行初心使

命，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把自己摆

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察访民情民意，找准

查实基层和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采取更

加精准有效的措施，满腔热情解决好人民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立足

本职岗位建功，关注身边人身边事，积极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让群众感受到党

的温暖和关怀。提倡戴党员徽章、亮党员

身份、当先锋模范，引导党员围绕疫情防

控、抢险救灾、社会救助、扶危帮困等需

求，结合自身实际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各

级党员领导干部要担起责任走在前、作表

率，带头深入基层搞调研、听民声，带头帮

助群众解难题、做好事。

通知要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发展大局、

突出重点群体、聚焦民生领域，从群众的

急难愁盼出发，不断提升为群众办实事的

质量水平，逐步探索建立“我为群众办实

事”长效机制，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

更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夯实工作

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环环压实责任，真正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各项任

务和要求贯彻到基层、落到实处。要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锻炼培

养、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途径，把“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效作为基层党组织

发挥作用情况的重要标准。要加强宣传

引导，在全社会积极营造各级党组织聚力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广大党员积极为

民服务的生动局面。要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不搞形式、不走过场。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通知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进一步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中士艾布拉江·

玉素甫和他的爷爷、父亲最近“火”了！

原因是他们祖孙三人在该部构建的教育

“云课堂”上，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为题

为官兵进行了视频授课。

记者点击授课视频看到，这部不到 5

分钟的短片中，祖孙三人先后登场，为官

兵深情讲述了新疆发生的历史性巨变。

一组组翔实数据，一张张新老照片，让官

兵直观感受到新疆各族群众的幸福生

活。网友“大漠胡杨”在新媒体平台跟帖

说：“用光纤传递光鲜，让流量赋予能量，

教育可亲可近、鲜活灵动，很有说服力。”

“ 截 至 今 年 6 月 ，我 国 网 民 规 模 达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开放

的社会没有封闭的军营。过去搞教育，

与官兵坐在一条板凳上就能彼此贴近、

互诉心声；现在，这条‘板凳’很多时候就

是一台电脑、一个平板、一部手机。”该部

领导说，他们以互联网、强军网等网络平

台为依托，以智能交互平板和智能手机

等网络终端为节点，打破时空限制构建

教育“云课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个性

化表达、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让信

息技术赋能三尺讲台，把高端讲座送到

连队哨所，把党的声音及时送到官兵心

坎上。

赢得点头率的前提是要有点击率。

记者浏览该部新媒体平台发现，这个拥

有 1800 余万粉丝、总阅读播放量超 100

亿次的传播矩阵上，有不少官兵自己制

作的教育产品：党员脱贫攻坚的音乐故

事、抗疫勇士与康复患者拥抱的沙画、滚

动播出的受救群众感谢信……即便是传

统意义上的“你讲我听”，也增加了弹幕

等交互信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既有深

度又有温度。

该部医护人员王薏，因一张照片被

官兵熟知。去年，王薏随队前往武汉抗

疫。一天晚上，她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

“红区”，战友举起手机定格了她摘下口

罩的瞬间。照片从前线传回后方，被制

作成海报上传至新媒体平台，引起广泛

关注。

人人都参与，人人受教育。他们充

分发挥人才密集优势，让官兵在教育中

当主角。擅长平面设计的官兵自发组成

“海报突击队”，制作“党史上的今天”系

列海报并上传至新媒体平台；多名有播

音特长的官兵，担纲“创新讲党史军史”

系列讲堂主播；50 余名音乐骨干创作作

品为党献歌……网络技术打破地域限

制，近百名“云课堂”运维人员覆盖所属

师旅级单位，形成了官兵广泛参与、实时

互动的教育格局。

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教育“云课堂”—

人人都参与 人人受教育
■本报记者 安普忠 特约记者 赵金龙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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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

看得更加清晰。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

倾”。110 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其惊

心动魄的时代伟力，打开了中国进步闸

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成

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

里程碑。

一百余年岁月山河，沧桑巨变换了

人间。

今天的中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持续奋斗，已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海内外中华儿女，正把握历史机遇，担当

历史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接续奋斗。

大潮起，摧枯拉朽

正 逢 秋 日 ，英 雄 城 市 武 汉 风 景 如

画。大街小巷，散发着或繁忙或从容的

气质。

徜徉在城市，细看街名，中山路、三民

路、首义路、起义街、民权路……历史的烟

云，已化作这座城市不可磨灭的印记。

也是一个秋日。1911年 10月 10日。

清脆的枪声，划破了武昌城的天空。

那一刻的人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一湖

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发出的枪响，会埋葬中

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未来中国

一百多年的波澜壮阔写下第一笔——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

随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

1912 年第一天，中华民国成立，亚

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诞生；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退位，曾不

可一世的至高皇权，就此轰塌。

风卷残云，摧枯拉朽。

由武昌城震惊世界的枪响回溯，穿越

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能听到鸦片战争英国

舰队轰击中国海岸线的隆隆炮声。“天朝

上国”封闭停滞，被远远甩在“百年锐于千

载”的工业革命浪潮后面。此后，中国陷

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

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

中国往何处去？

热爱祖国的仁人志士为这个问题苦

苦求索。

太平天国的悲歌，洋务运动的夭折，

戊戌变法的幻灭，清末新政的破产……

无怪乎谭嗣同悲叹：“世间无物抵春愁，

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

涯何处是神州？”

诸多的失败，证明了这样一种必然：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

在，即以革命去之”。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资产阶

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

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

先驱。他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旗

帜，毅然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创立兴中

会、同盟会，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

主义，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广泛联合革命

力量，连续发动武装起义，为推进民主革

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在革命的旗帜下，中华民族的觉醒

者们，以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黑暗

的闸门”，开启了“亚洲的觉醒”。

——安庆起义失败后，“光复军”首

领徐锡麟在公堂上大义凛然，直言“尔等

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

全身碎了，均可，不可冤杀学生”。

——起义失败被捕后，巾帼英雄秋

瑾坚贞不屈，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

绝命诗，从容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

民，在给妻子的诀别信中写下“亦以天下人

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

下人谋永福也”的豪迈话语，慷慨赴死。

……

革命，革命！醒来，醒来！

（下转第二版）

为实现民族复兴接续奋斗
—写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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