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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11 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

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两卷外交演讲集，收入习近平同志

2013年 3月至 2021年 11月期间在国际场

合的演讲、讲话、致辞、发言等 136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

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作出战略谋划，我国外交在世界大变局

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

提升。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总设计师，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

程的高度，以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

命担当，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在一系列

国际场合发表演讲、讲话等，提出一系

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

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

倡议，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理

解支持，凝聚了各国对华合作的广泛共

识，为新时代中国同各国关系的发展提

供了战略引领。这些新理念新主张新

倡议，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进和完善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

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

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

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

卷主要篇目介绍见第二、三版）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 5月 11 日电 为进一

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更好用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

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激励

人们同心同德、苦干实干，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

写了 2022 年通俗理论读物《百年大党面

对面》。目前该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联合出版。

据悉，“理论热点面对面”通俗理论

读 物 从 2003 年 开 始 编 写 ，每 年 推 出 一

本，《百年大党面对面》是第 20 本。该书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下转第三版）

以史为鉴增自信 团结奋斗向未来

《百年大党面对面》出版发行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

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

这是习近平同志 30 多年前在河北正定工作

时的一段深情告白。

多 年 以 后 ，领 航“ 中 国 号 ”巨 轮 乘 风 破 浪 ，

习 近平总书记自豪地宣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

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

仰望华夏文明的历史天空，淬炼中华文化和

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以无比坚定

的文化自信，带领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之路上。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
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2003年 7月，时任浙江杭州余杭区委书记何关

新接到通知：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良渚遗址调研。

在良渚博物馆一个小会议室里，习近平看了

良渚文化保护纪录片，听了情况汇报。

此时的良渚，处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遗

址区分布着 30余家石矿，噪音大、粉尘浓。当地群

众戏称家中桌椅半天不擦即可写字作画，考古学

家痛心疾首地批评这一地区“炮声隆隆如战场”。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

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

好！”习近平斩钉截铁。

良渚从“炮声”中回归宁静，青山从此还绿色。

2016 年，四位考古学家致信习近平总书记，

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总书记专门作

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保护，有重

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

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3 年后，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最直接、最有力

的证据，从此受到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

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

史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坚

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引领中国人民迈向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路。

2013 年 11 月，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

院考察，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

书，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拿起来：“这两本书我要仔

细看看。”

2014 年 9 月 24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参加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学者惊讶地

发现，大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会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习近平引用《论语》的开篇

语，作为欢迎各国嘉宾的开场白。

2021 年 3 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朱熹园。

“一路往里走，到最里面一间屋舍，看到墙上印有‘国以民

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总书记驻足凝视，他在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引用过这句话。”回想起这一幕，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张建光印象深刻。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

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鉴往知来，总书记思考深刻：“我们要特别重

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高度，开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走自己的路”因而有了

强大底气。

这份自信，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敦

煌女儿”樊锦诗，忘不了习近平总书记同她的第

一次握手。

2013 年 4 月，樊锦诗到北京参加全国劳动模

范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她跟前，微笑

着说：“你是研究敦煌学的。”

“一个国家多少人多少事，总书记却知道我

是研究敦煌学的，真令人感佩不已。”樊锦诗至今

难忘。

从北京到敦煌，习近平总书记同樊锦诗 5 次

握手，手相握、心相连，关怀激励着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薪火相传。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

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这份自信，源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

2019 年 11 月，雅典卫城博物馆。正在希腊

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在“克里提奥斯少年”雕像前，他停下脚步。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他再次驻足。

“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习近平同

身旁的希腊总统讲起“止戈为武”的中国典故，总

统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习近平总书记眼

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

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

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植根中华文明厚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坦荡壮阔。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
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
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
的态度”

历 经 2800 余 年 岁 月 淘 洗 的 平 遥 古 城 ，在

2022 年春节前夕迎来了一位贵客。

在迎薰门下车，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入城，感受平遥古城的

历史点滴。登上城墙俯瞰全貌、在平遥县署了解古城历史沿

革……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部署新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三个“敬畏”告诫与会同志：

“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经济工作能力不是只懂一点经济学知识、

科学知识就够了，还必须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蕴、强化

生态观念”。

欲知大道，必先读史。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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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砥砺前行离不开奋斗历程的

启示，争取更大光荣需要继续运用成

功经验。

“一百年来，共青团坚定理想、矢

志不渝，形成了宝贵经验。这是共青

团面向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主席回望历史、把握规

律，精辟概括了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取

得的宝贵经验，将我们党对共青团和

青年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全新高

度，为推进新时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一百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共青

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在青年前列，

组织引导一代又一代青年坚定信念、紧

跟党走，在各个历史时期作出积极贡献、

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探索积累了宝

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百年征程，塑造

了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立身之本；百

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信念的

政治之魂；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投身

民族复兴的奋进之力；百年征程，塑造了

共青团扎根广大青年的活力之源。这“四

个塑造”，深刻揭示了共青团建立重要功

勋的内在规律，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奋斗

的结晶；是共青团永葆青春的制胜密码，

也是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具有丰

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特征，必须准确把

握、长期坚持，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发展。

百年成就催人奋进，百年经验弥足

珍贵。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

于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

增添力量。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

民正在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是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也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

主题。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

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

年的正确方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

时。”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共青团才能团

结带领青年前进，推动中国青年运动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行。只有始终高举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共青团才能

形成最为牢固的团结、锻造最有战斗力

的组织，始终把青年凝聚在党的理想信

念旗帜之下。（下转第四版）

面向未来再立新功的重要遵循
—二论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本报评论员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

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永葆青

春，才能兴旺发达。

5 月 10 日上午，习主席出席庆祝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

广大青年官兵纷纷表示，决不辜负习主席

的殷切期望，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

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争当伟大

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

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中绽放异彩。

时 代 各 有 不 同 ，青 春 一 脉 相 承 。

认 真 聆 听 学 习 习 主 席 重 要 讲 话 ，全 军

部 队 共 青 团 干 部 和 团 员 青 年 心 潮 澎

湃、倍感振奋。第 26 届“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获得者、某部分队长侯国领激动

地 说 ，习 主 席 高 度 评 价 共 青 团 在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建 立 的 重 要 功 勋 ，对 新 时 代

青年寄予厚望。一定学深悟透习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

斗 强 军 ，做 好 青 年 工 作 、走 好 军 旅 人

生，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事业中，把

青 春 播 撒 在 民 族 复 兴 的 征 程 上 ，把 光

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蜿蜒曲折的进藏路上，西宁联勤保

障中心某汽车运输团一连利用转场休息

时间收看大会盛况，展开学习讨论。不

久前，一连团支部被表彰为“全国五四红

旗团支部”。“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

持党的领导的立身之本。”头车驾驶员、

该连团支部副书记魏鹏飞谈道，没有中

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青团。只有坚

持党的领导，共青团才能团结带领青年

前进，推动中国青年运动沿着正确政治

方向前行。空军某旅、海军南沙守备部

队、武警新疆总队和田支队、枣庄军分区

共青团干部表示，党的奋斗主题就是团

的行动方向，广大青年官兵要牢牢扭住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这一主题，

争当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用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

动、青春的创造，在新时代跑好属于这一

代人的接力赛。

（下转第四版）

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绽放异彩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热烈反响

两个历史镜头跨越百年。长河一瞬

间，恰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铭记，恰是时代

变迁的缩影。

一个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百年前的

5月 5日，地处珠江畔的广州东园，简陋的

竹棚下，一群有志青年风尘仆仆赶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天宣告成立。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这在中国革命史

和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时代。2022 年 5

月 10 日，在青葱校园、在肥沃田野、在轰

鸣工厂、在边疆海岛，在驰骋才干的广阔

天地，亿万青年专注倾听从北京人民大

会堂传出、传遍了万水千山的声音：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年，就

是要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百年征程、百年跋涉。一脉相承的，

是一代代青年对国家的爱始终炽热，是

推动时代前行的青春脚步坚定而执着。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千百年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

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

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

历史与未来、时代与命运、民族复兴

与青年担当，一篇重要讲话纵贯古今，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

时代之问，以青春作答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年轻讲解员

孙宗珊，倾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往事

如潮。

那是 2017 年 10 月的一次考察。在

“南陈北李”雕塑前，在平均年龄 28 岁的

代表群像前，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

文全译本前……总书记凝视、思索。

正是有志青年舍生忘死的一声声呐

喊，推动暮霭沉沉的中国步入“觉醒年

代”。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面向新

时代青年，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说起，梳

理共青团事业的历史脉络。百年画卷徐

徐铺展：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关注的

目 光 投 向 青 年 ，把 革 命 的 希 望 寄 予 青

年。党的一大专门研究了建立和发展青

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

简洁的字句，浓缩了多少历史风云：

“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党和人民奋斗，是

共青团的初心使命。”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密相

连。”四个时期，中国青年的个人命运仿佛

一艘艘船，在时代的海洋里破浪前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刀光剑影，

枪林弹雨”。青春是“到中流击水，浪遏

飞舟”的浩然壮气，是漫漫长征路上那一

声坚定的“跟着走”。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难困

苦，千难万险”。青春是筚路蓝缕的跋

涉，是一穷二白之下“就争一口气”。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时期，“勇立潮头”，“革故鼎新”。青春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憧憬，是追梦征程上

“有志者奋斗无悔”。

历史行进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中国青年运动

的时代主题：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伟大梦想，伟大使命”，青春孕育

着无限可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

生动映照着一个个青春地标、青春足迹。

当总书记讲到“把青春献给祖国”的

响亮口号，扎根塞罕坝林场的老职工陈

彦娴感慨万千。半个多世纪，荒漠变林

海，他们用青春热血浇灌出漫山遍野的

树、迎风怒放的花。

当总书记讲到“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时刻冲得出来、顶得上去”，来自北京

市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李若曦，

在台下心潮澎湃。多少次披星戴月，在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正谱写一首无

悔的青春之歌。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成为当代

中国青年发自内心的最强音。”这一刻，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戍边烈士陈祥榕的

深情告白。

班长孙涛记得，他和陈祥榕有过一

段对话：“你一个 00 后的新兵，口号怎么

这么‘大’？”

“班长，这跟年龄没关系，我就是这

么想的，也会这么做的。”

为中国，不惧生与死的考验、不顾血

与火的磨难，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

献的无名英雄，越是艰险越向前。

“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一百年来，中国

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把忠诚书写在党和人民

事业中，把青春播撒在民族复兴的征程

上，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历史，镌刻了青年的名字。

历史之炬，用青春点亮

百年征程，壮歌以行！

青春挥就的时代篇章里，历史的镜

鉴可知兴替。国难当头的呐喊呼号，战

斗前线的义无反顾，建设工地的激情岁

月，新时代的自信自强——这是波澜壮

阔的实践，也是鉴往知来的遵循。

“越是往前走、向上攀，越是要善于

从走过的路中汲取智慧、提振信心、增添

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阐释共青团百年的宝贵经验：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持党的

领导的立身之本。”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坚守理想

信念的政治之魂。”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投身民族

复兴的奋进之力。”

“百年征程，塑造了共青团扎根广大

青年的活力之源。”

沧桑巨变，见证了一代代青年的动

人故事。

1922 年，一个名为方志敏的青年加

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调查表

中，他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一栏

中写道：除了革命，再无他想。

质朴的一句话，却是用生命去书写。

为理想、为信仰、为可爱的中国，多少枪林

弹雨、多少壮怀激烈，多少坚毅前行。

回首往昔，习近平总书记感叹：“团

的一大就明确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的远大理想，亮出了社会主义的鲜明旗

帜，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点亮理想之

灯、发出信念之光……”

萤萤之光，终汇成璀璨星河。

（下转第三版）

“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