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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28日电 近日，外国政党

政要持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沙特国王萨勒曼表示，值此您再次当选中共

中央总书记之际，我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和

最良好的祝愿。祝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断发展进

步。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示，我谨对您再次当选

中共中央总书记致以衷心祝贺和良好祝愿。我

高度赞赏您为促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作

努力，坚信两国关系将取得更大发展。

科特迪瓦乌弗埃民主和平联盟统一党主席、

总 统 瓦 塔 拉 表 示 ，欣 悉 您 再 次 当 选 中 共 中 央

总书记，我谨代表科乌弗埃民主和平联盟统一

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您致以最热烈祝贺。祝

伟大的中国继续取得繁荣进步。

马拉维大会党主席、总统查克维拉表示，您

的当选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您的充分信任和在您

领导下中国继续走向繁荣的坚定信心。

多哥保卫共和联盟主席、总统福雷表示，热

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中国共

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伟大事业。

阿塞拜疆新阿塞拜疆党主席、总统阿利耶夫

表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充分表明中

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对您的信任与支持。期待两

国执政党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和友好合作作出

新的贡献。

塞内加尔总统萨勒表示，我愿同您一道，继

续致力于加强两国关系，并坚定捍卫双方在国际

事务中的共同立场。

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表示，相信在您的

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伟大的成就，并继续为建

立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作出重大贡献。

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表示，在您的卓越领

导下，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也将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尼日尔总统巴祖姆表示，您领导中国在国家

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您的再次当选彰显了中

国人民对您的无比信心。

厄瓜多尔总统拉索表示，中共二十大为中国

人民指明了未来方向，相信中国将为增进和平、

民主、发展、人权和国际合作作出新的重大贡献。

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在您的

推动下，塞中关系日益紧密，相信两国各领域互

利合作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表示，衷心祝贺您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祝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断取

得发展进步、卡中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

毛里求斯社会主义战斗运动领袖、政府总理

贾格纳特表示，您的当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对您的信任。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将继

续致力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

安提瓜和巴布达工党领袖、政府总理布朗表

示，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合作将更加密切。

萨摩亚总理菲娅梅表示，诚挚祝贺您再次当

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相信在您的坚强领导下，中

国将持续发展、永享繁荣。

苏 里 南 大 众 解 放 发 展 党 主 席、副 总 统 布 林

斯维克表示，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脱贫方案，苏里南大众解放发展党期待加

强同中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持续推进双方交

流合作。

泰 国 国 民 力 量 党 主 席、政 府 副 总 理 巴 威 表

示，热烈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民

力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全方位交流

与合作，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

祉作出更大贡献。

瓦努阿图温和党联盟主席、政府副总理兼内

政部长卡尔萨考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

策，对瓦努阿图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相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团

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主席、前政府总

理普拉昌达表示，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人民

一定能够将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亚秋里表

示 ，中 共 二 十 大 作 出 一 系 列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对

于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引领中国向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进 军 意 义 重 大 。 相 信 中 共

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一定能够实现。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表示，在您的卓越领

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许多划时

代的成就。相信中国将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为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

此 外 ，发 来 贺 电 贺 函 的 还 有 蒙 古 国 前 总 统

恩 赫 巴 亚 尔 ，菲 律 宾 前 总 统 杜 特 尔 特 ，哈 萨 克

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纳米比亚人组党

前 主 席 、开 国 总 统 努 乔 马 ，赞 比 亚 爱 国 阵 线 前

主席、前总统伦古，亚美尼亚共和党主席、前总

统萨尔基相，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联合民族大会

党领袖、前政府总理佩萨德-比塞萨尔，社会党

国 际 主 席 、希 腊 前 总 理 帕 潘 德 里 欧 ，法 国 前 总

理德维尔潘，格鲁吉亚“格鲁吉亚梦想－民主格

鲁吉亚”党政治委员会政治书记、议长帕普阿什

维利，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领导人、联邦院

主席迪姆希纳，马来西亚沙巴民族统一机构主

席、前国会议长潘迪卡尔，比利时国务大臣、联

邦众议院荣誉议长弗拉奥，巴基斯坦国家党主

席巴洛齐，哈萨克斯坦人民党主席叶尔特斯巴

耶夫，吉尔吉斯斯坦共产党人党主席马萨利耶

夫，埃及自由埃及人党主席哈利勒，土耳其共和

人民党主席科勒驰达奥卢，布基纳法索争取民

主和进步大会主席孔博伊戈，马达加斯加人民

优先党创始主席罗班松，南非全国公民组织主

席姆达卡内，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达契奇，西班

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英国共产党（马列）主

席 鲁 尔 ，美 国 共 产 党 联 合 主 席 西 姆 斯 、康 布 隆

等 ，澳 大 利 亚 共 产 党 全 国 主 席 莫 利 纳 ，瓦 努 阿

图 领 袖 党 主 席 纳 帕 特 ，孟 加 拉 国 共 产 党（马 克

思 列 宁 主 义）总 书 记 巴 鲁 阿 ，伊 拉 克 共 产 党

总 书 记 法 赫 米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党 总 书 记 萨 利

希 ，也 门 改 革 集 团 总 书 记 阿 尼 斯 ，突 尼 斯 人 民

运动总书记马格扎维，尼日利亚全体进步大会

全国书记奥米索，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全国书记

阿 切 尔 博 ，亚 美 尼 亚 和 平 委 员 会 主 席 格 里 戈

尔·彼得罗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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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必须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

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

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 ，实 践 是 理 论 之 源 。 拥

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

仰信念 、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

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自觉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

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提供了根本遵循。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

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

马克思主义行。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深化

了我们党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

认识，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

树 常 青 的 奥 妙 所 在 ，也 是 我 们 理 解 和 把 握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关

键。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创

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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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

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

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

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

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六个坚持”

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

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

就”的全部内容之中。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理论创新

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

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的思想方法，

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

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

匙”，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

船”的问题。

新时代强军事业是一项开拓性事业，是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军事变革。习主席着眼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刻把握强国

对强军的战略需求，围绕新时代建设一支什么

样的强大人民军队、怎样建设强大人民军队，

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造，创立了习近平

强军思想，谱写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军事理

论和军事实践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强军思

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

果，是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的行动纲领。这一思想把我

们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律、军事斗争准备规

律、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高度，对于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人民军队具有重大政治

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

一步。全军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化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真正

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感认同，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

功夫，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强军事业的

强大力量。要深刻领会“两个结合”“六个坚

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坚

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强军实践之“的”，

在理论创新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做到以发展着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开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上接第一版）讲解员快步迎上去：“欢迎

总书记再次来到杨家岭！”

从青年时期到现在，记不清来了多

少 次 了 。 上 次 来 ，是 2015 年 2 月 。

总书记动情地回忆说：“这里我来过多

次，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次

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镌刻着党的

苦难与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满怀深情

地 说 ：“ 延 安 是 中 国 革 命 的 圣 地 、新 中

国 的 摇 篮 。 巍 巍 宝 塔 山 ，滚 滚 延 河

水。延安用五谷杂粮滋养了中国共产

党 发 展 壮 大 ，支 持 了 中 国 革 命 走 向 胜

利。延安和延安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

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我 们 要 永 远 铭 记 。”

“ 延 安 革 命 旧 址 见 证 了 我 们 党 在 延 安

时 期 领 导 中 国 革 命 、探 索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时 代 化 的 光 辉 历 程 ，是 一 本 永

远读不完的书。”

昔日，老一辈革命家筚路蓝缕，披荆

斩棘，从延安走到了北京。

今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从北京

来到延安。

这是跨越历史的对话，也是面向未

来的宣示。

燎原之势

巍然矗立的中央大礼堂，在中国人

民面临着光明和黑暗两种命运和前途抉

择的关键时刻，召开了党的七大。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同志，迈过岁月雕琢的斑驳门槛，走

进会场。

条桌、木椅、青砖、石瓦，简朴而庄

重。历经岁月洗礼愈加夺目的，是红色

的旗、红色的字。一行红色标语高悬主

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

进”。

为开好党的七大，党中央筹备良久。

会 场 ，是 新 建 的 。 当 年 朱 德 同 志

向大会致辞，首先就提到了“在我们自

己 修 的 房 子 里 开 会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细致询问了当年的建设者和建造的故

事。

代表，是很早就通知了的。他们从

革命根据地、从国统区、从沦陷区，山重

重、路遥遥、水迢迢，风尘仆仆赶来。

“七大代表来一趟不容易啊，有的要

一两年才能来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感

叹，“那真是千辛万苦、千难万险！”

毛泽东同志当年以“小长征”来形

容：“中国有名的河流、山川、铁路，都让

你们走过来了！”

755 名代表毅然走过来了。习近平

总书记缓步瞻仰会场：“他们就是在这里

济济一堂。”

召开党的七大，是党中央在延安的

第 11 个年头。穿草鞋、吃糠菜，爬雪山、

过草地，走过大半个中国，在看山山穷、

看水水瘦的陕北，中国共产党人最终站

稳了脚跟。毛泽东同志说，没有这块土

地，我们就下不了地。

在延安，我们党不仅站稳了脚跟，

而 且 迎 来 了 大 发 展 ，进 入 不 可 逆 转 的

发展壮大的历史轨道。党的一大召开

时，我们党只有 50 多名党员，到党的七

大 时 ，已 经 发 展 到 全 国 121 万 名 党 员 。

在 党 的 发 展 史 上 ，延 安 13 年 是 决 定 性

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坚 持 走 正 确 道 路 ，是 我 们 党 不 断

发 展 壮 大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 的 根 本 原

因。

党 中 央 在 延 安 的 13 年 ，毛 泽 东 等

老一辈革命家以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

洞 察 力 思 考 中 国 的 前 途 命 运 ，运 筹 帷

幄，决胜千里，就中国革命作出了一系

列重大决策，为我们党后来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

道路。

那些拂去时光尘埃愈加璀璨的一份

份史料，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一次次重温

中收获启迪。他语重心长地说：“党的七

大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

向了成熟。”

“在政治上，党通过延安整风，使全

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实现了党的

空前统一和团结。”

“在思想上，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

全党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

党章。”

“在组织上，党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

东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

一个理想崇高、志向远大的党，一旦

有了鲜明的思想旗帜，有了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有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明确

的行动纲领，就能无往而不胜。

大潮奔涌

中央大礼堂旁的山坡上，就是毛泽

东等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旧居。

路上，讲解员详细讲述了歌曲《东

方 红》改 编 创 作 的 过 程 ：“ 有 个 农 民 叫

李有源，早上进城爬上山头，见一轮红

日 冉 冉 升 起 ，照 得 天 地 都 红 彤 彤 的 。

他 就 脱 口 而 出‘ 东 方 红 ，太 阳 升 ，中 国

出了个毛泽东……’进城后又看到‘毛

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后面的歌词也

就有了。”

这首唱出陕北人民热爱毛主席、热

爱共产党的歌曲，迅速在延安和全国各

根据地传开，家喻户晓。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感慨：“这些歌颂

党、歌颂毛主席的文艺作品都是人民群

众自发创作的，充分说明人民选择了毛

泽东，人民拥戴毛泽东。”

中国的希望、中国人民的希望，在

共 产 党 ，在 延 安 。 民 心 所 向 如 大 潮 奔

涌 。“ 我 们 不 怕 走 烂 脚 底 板 ”，“ 只 怕 吃

不上延安的小米”。“天下人心归延安”

的 壮 观 ，令 当 时 看 到 这 一 幕 的 援 华 外

国 友 人 感 慨 不 已 ：“ 奇 迹 ，奇 迹 。 这 简

直是奇迹！”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兴衰

成败。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

产党是人民的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赢得民心的奥秘。

党 的 七 大 首 次 将“ 具 有 全 心 全 意

为 中 国 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 ”写 进 党 章 。

从 此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就 成 为 了

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始终不渝、一

以贯之。

赢得了民心，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

就能牢牢掌握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在党的七大开幕之际，毛泽东同志

讲到大会的意义，充满自信地宣告：“是

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

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

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

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

来。”

70 多 年 来 ，中 国 共 产 党 把 这 本 书

写 得 那 样 的 厚 实 ：党 不 仅 领 导 中 国 人

民 取 得 了 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的 胜 利 ，建

立了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而且创造

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

奇 迹 。 特 别 是 新 时 代 10 年 来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生 伟 大 变 革 ，续 写 了 两 大 奇

迹 的 新 篇 章 。 今 天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中

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到 强 起 来 的 伟 大 飞 跃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

转的历史进程。

思想之炬

黄土高原山坳的窑洞里，毛泽东等

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夜以继日地

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弯腰走进老一辈革

命 家 的 旧 居 。 窑 洞 内 ，书 桌 、地 图 、笔

墨、油灯、躺椅、火盆，处处是历史的讲

述。

在延安的这一时期，我们党刚刚走

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对“马克思主义不

是教义而是科学方法”的深刻洞察，是从

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得出的结论。“长征

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而且

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

条的错误思想障碍。”

面壁黄土，心怀天下。《毛泽东选集》

一至四卷 159 篇文章，有 112 篇出自延安

时期，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

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都写于此，比

如写于凤凰山窑洞的 16 篇、杨家岭窑洞

的 40 篇、枣园窑洞的 29 篇。延安窑洞里

有马列主义。

思想的光芒伴着窑洞的灯火，照亮

了黑夜漫漫的前行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毛主席的著作大多数是在延

安 13 年里完成的。面壁黄土，窑洞的思

考，思考的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这也奠

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根基。七大开始，党

的思想和行动定于一尊。”中国革命从此

走上了胜利的轨道。

在杨家岭窑洞的一方小桌，毛泽东

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后来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在

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火，长时间地

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有物质

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

有世界眼光的人。”

窑 洞 前 ，一 棵 老 槐 树 迎 着 暖 阳 舒

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历史的回响中思

索：“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

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

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

刻教育和启示。”

就在十多天前，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深刻指出：“实践告诉我们，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为 什 么 好 ，归 根 到 底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了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功

经验，“两个结合”“六个坚持”为我们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中国之问、世界

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指明方向和

路径。

永不褪色

毛泽东同志旧居墙上一张照片，吸

引了众人目光。

照 片 已 经 发 黄 。 那 是 1945 年 7 月

初，他到机场迎接前来考察的黄炎培一

行。

黄炎培在后来的《延安归来》一书

中，将 7 月 4 日下午到这孔窑洞做客时同

毛主席的谈话记录下来。

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问

题，毛泽东给出了第一个答案，就是“让

人 民 来 监 督 政 府 ”。 70 多 年 后 ，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

治党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

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端详，深入思考

“窑洞对”提出的历史之问。

此次延安之行前夕，党的二十大报

告全文发布。字里行间昭示着我们党

刀刃向内的魄力和坚韧，强调党的自我

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永远吹冲锋

号”。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百年来，

在黑暗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中

奋起、在奋斗中壮大，一个始终居安思危

的党，惕厉自省、慎终如始。

“沿着这个坡再往上走，有块毛主席

开的菜园。”讲解员边走边说。

1940 年 5 月，南洋爱国华侨陈嘉庚

来 到 延 安 。 此 前 ，重 庆 见 闻 令 他 极 度

失望：“国家前途深可忧虑”。在这里，

毛 泽 东 同 志 用 自 己 种 的 白 菜 、豆 角 来

招待客人。陈嘉庚断定：“中国的希望

在延安。”

从失望到希望，饭碗里盛着一个政

党的本色、装着民心所向。

距离杨家岭革命旧址不远，是浓缩

了 13 年 红 色 风 云 的 延 安 革 命 纪 念 馆 。

1935 年到 1948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

一辈革命家在延安。

习近平总书记在“延安时期的十个

没有”展板前驻足。抬眼望去，排在首位

的就是“没有贪官污吏”。

总书记触景生情：“当年毛泽东同

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

粗 粮 、穿 布 衣 ，用‘ 延 安 作 风 ’打 败 了

‘西安作风’。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

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 作 风 传 承 好 发 扬 好 ，勇 于 推 进 党 的

自 我 革 命 ，坚 定 不 移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

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坚强领导核心。”

玉汝于成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延安的 13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上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予 高 度 评 价 ：“ 从 1935 年 到

1948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 13 年，领导中国

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

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

叩 开 历 史 的 厚 重 大 门 ，习 近 平

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纪念

馆中驻足、端详、凝思。

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一部部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的光辉著作，一声声“到延

安 去 ”的 奔 走 呼 号 ，一 段 段“ 几 回 回 梦

里 回 延 安 ”的 峥 嵘 岁 月 …… 苍 茫 的 黄

土 地 ，酝 酿 着 决 胜 千 里 之 外 的 运 筹 帷

幄。党中央在延安的 13 年，何其艰辛、

何其壮阔。

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昭示着一个

政党由小到大、由弱至强的思想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讲述了他对延安精神

的深刻理解。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

精髓。总书记就从毛泽东同志 1938 年

在延安抗大回答“学习什么”的问题说

起。“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铆定目

标，一棒接着一棒，“把老一辈革命家开

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是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之一。延安时

期，“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

老百姓的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

见官’的生动局面”。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后，同中外记

者见面会上的这句话，成为新时代 10 年

的生动实践。党的二十大闭幕后的记者

见面会，一句“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变为现实”，既是历史的回响，也宣

告了一以贯之的人民情怀。

有 福 同 享 、有 难 同 当 ，有 盐 同 咸 、

无 盐 同 淡 。“ 压 茬 推 进 ”的 新 的 时 间 表

上 ，写 着 共 同 富 裕 。 在 纪 念 馆 内 ，

总书记讲到站稳人民立场时，着重强调

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

征程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

不移。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

延 安 精 神 的 主 要 内 容 之 一 。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南泥湾的创业故事前，问得细

致。端详劳动模范表彰的名单，他一个

个名字看过去：“有个劳动模范叫郝树

才，人称‘气死牛’，一个人开荒比牛耕地

还快。”

百 年 大 潮 ，奔 涌 激 荡 。 曾 经 苦 难

深 重 ，而 今 意 气 风 发 。 从 创 业 到 再 创

业 ，精 神 的 力 量 举 足 轻 重 ：“ 无 论 我 们

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

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

点上。”

新的出发

纪念馆墙上，一行字分外醒目。那

是毛泽东同志在 1945 年 4 月七大预备会

中所指出的：“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

脚点，一个出发点。”

我们党从这里出发，走上抗日前线，

走向解放战场，东渡黄河、进驻西柏坡、

挺进北京城，完成了走出延安窑洞、走上

天安门城楼的伟大壮举。

跨越 70 多年后的今天，在党的二十

大闭幕之际，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关键时刻，重回陕北、延安、杨家

岭。新时代、新征程，新的出发，也从这

里迈步。

看 似 寻 常 最 奇 崛 ，成 如 容 易 却 艰

辛。从“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

的水深火热，到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光明前景。习近平

总书记坚定地说：

“同志们！党的二十大制定了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描绘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他的目光环视

四方，字句铿锵，“让我们踏上新征程，向

着新的奋斗目标，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们阔步走出纪念馆。“胜利的出发

点”几个金色大字，在身后的红墙上熠熠

生辉。

（新华社延安 10 月 28 日电 人民

日报记者杜尚泽、王乐文，新华社记者张

晓松、林晖）

新华社北京 10月 2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8 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

联邦总理朔尔茨将于 11 月 4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德国总理朔尔茨将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