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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天里的奋斗号角，这是新征

程的进军号令。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的重要讲话坚守人民立场、坚定历史自

信、彰显使命担当、指引前进方向，凝聚起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东风浩荡征帆劲，大潮奔涌奋楫先。从

春天再出发，14亿多中国人民沿着民族复

兴的康庄大道勇毅前行，向着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明未来砥砺奋进！

（一）
四川凉山州昭觉县“悬崖村”贫困户

易地搬迁，鞍钢矿业曾经尘土飞扬的矿

山 蜕 变 为 绿 色 生 态 园 …… 全 国 两 会 期

间，一组卫星对比图在海外社交媒体刷

屏。惊叹于过去 10 年中国的发展成就，海

外网友纷纷留言：“这是真正的变化”“很

令人钦佩”……

斗转星移，气象万千。从卫星视角瞰

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沧桑巨变，生动诠释

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机与活力。穿越历

史的时空，抚今追昔，更令人无限感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

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个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为了找

到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民族复兴，无数

仁人志士苦苦求索、进行各种尝试，但都

以失败告终。从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

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戊

戌变法的“改良图强”，到辛亥革命的“资

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方案……

（下转第六版）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钟华论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

行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

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

泽，有时行经丛林。”10 年前当选国家

主席后的首次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

在莫斯科的演讲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

基的这句名言。

10 年过去了，再次当选国家主席。

大国元首的首次出访，深思熟虑后毅

然再次选择了这里。

2023 年 3 月 20 日，一个阳光灿烂

的春日午后。习近平主席的专机降落

莫斯科。

莫斯科河静水深流，特维尔大街

人来车往，风景旧曾谙。10 年来世界形

势风云际会，国际社会此刻格外瞩目：

北京为何而来？和莫斯科再一次握手，

如何影响和改变世界？

抵达莫斯科的同一天，两国元首

的署名文章分别在《俄罗斯报》和《人

民日报》刊发。习近平主席在文中谈到

了自己 10 年 8 次到访俄罗斯，“每次都

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普京总统谈及

10 年 里 两 国 元 首 有 40 次 会 见 会 谈 ，

“总会找出时间和机会在各种正式场

合或以‘不打领带’的非正式方式进行

交流”。跨山越海、风起云涌，却始终改

变不了独立自主抉择的坚定和乱云飞

渡仍从容的自信：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

将继续致力于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

略协作伙伴关系。”

世 界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深 度 演

进。变局中的坚守更需磐石之定力，变

局中的抉择更显眺望桅杆之远见、善

弈谋势之智慧、举重若轻之气魄。中国

特色大国外交也走在一条“历史的道

路”上，正如 10年前习近平主席所形容

的那样，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没

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前进的车轮。

春秋代序。大国外交开启新征程，

万里山河起宏图。

为友谊而来
“关键在于找到了国与

国正确相处之道”

20 日中午，一行人早早在莫斯科

伏努科沃专机机场等待。当习近平主席

走下舷梯，站在最前面的俄罗斯副总理、

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俄方主席

切尔内申科，热情地迎上来：

“普京总统非常期待同您见面。俄

罗斯人民也都因‘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甚至今天的天气，因为您的

到来也非常高兴。”

习近平主席微笑着回应道：“非常

高兴这次期待的访问能够实现。确实今

天天气不错，我的心情也非常愉快。”

10 年，历史的一瞬，于中俄关系而

言却是关键一程。“我们的老朋友、好朋

友”，热情的俄罗斯人民，总是这样亲切

地称呼来自友好邻邦的习近平主席。

元首外交，在国与国交往的厚重

史册里，是最遒劲有力的篇章。

抵达莫斯科不久，不顾舟车劳顿，

习近平主席乘车赴约。霞光中，克里姆

林宫熠熠生辉，克里姆林宫司令在下车

处迎接。高规格的礼遇，是习近平主席

到访俄罗斯的惯例。而更令人印象深刻

的，是两国元首每一次见面时的深谈。

这一次，普京总统微笑迎接，习近平

主席健步走来。双方伸出手来，紧紧握

在一起。

“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可以以

朋友的友好的气氛讨论一些事情”。亲

切而深入的对话徐徐展开。两国元首

的彼此称呼，在此情此景中弥足珍贵。

向前追溯。普京总统至今对 2010
年 3月两人的初次交往记忆犹新。时任

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访俄罗斯时，

作出了影响深远的战略判断：“中俄永

远是朋友”。

“永远”，于两个毗邻而居的大国

来说，这份承诺是历史的选择，是时代

所呼唤。

“中俄关系发展到今天，有其深刻

的历史逻辑。”习近平主席的一席话，

有着无数历史细节的支撑：他曾经在

北京友谊宾馆接待普京总统，在这座

为苏联援华专家建设的建筑里相见，

“多了一份同历史的联系”；也曾经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战场上英

勇抗战的俄罗斯老战士颁授奖章，在

和平与发展的旗帜下，两国携手走过

风雨。现在，新时代的中俄关系，愈行

愈坚实。

离开时夜已深，普京总统将习近平

主席送到上车处，期待第二天再见面。

21 日的日程紧凑丰富。上午，会见

米舒斯京总理。下午，习近平主席再到

克里姆林宫，出席普京总统举行的欢

迎仪式、小范围会谈、大范围会谈、签

字仪式、共见记者以及欢迎宴会，两国

元首在一起的时间长达 6个小时。

对中国朋友的重视，从出席名单

中可一叶知秋。

米舒斯京总理率 7 位副总理出席

上午的会见。他诚挚地说：“今天我率俄

罗斯政府几乎所有重要内阁成员一起

同您会见，对您的访问表示热烈欢迎。”

普京总统的欢迎仪式上，俄罗斯

政坛诸多要员齐聚一堂。当两国元首

沿着红毯走过，镜头捕捉到远景中的

俄方政要。有国际问题观察者感言，为

何俄罗斯对中国充满了诚意，这格外

值得人们深思。

因为彼此尊重，彼此支持。

习 近 平 主 席 强 调 ，双 方 要 在 涉

及 彼 此 核 心 利 益 问 题 上 相 互 支 持 ，

共 同 抵 制 外 部 势 力 干 涉 内 政 。普 京

总统再次明确：“俄方坚定支持中方

在涉台、涉港、涉疆等问题上维护自

身正当利益。”

因为彼此信赖，彼此支撑。

无论是在中共二十大上连任中共

中央总书记，还是前不久再次当选中

国国家主席，普京总统都第一时间发

来贺电。会见时，习近平主席当面表达

了感谢，并表示：“俄罗斯明年将举行

总统选举。在你坚强领导下，俄罗斯发

展振兴取得长足进展。我坚信，俄罗斯

人民一定会继续给予你坚定支持。”

发轫于峥嵘时光深处，洗练着苦

难辉煌的岁月。国与国的信任，如磐石

迎风战雪，离不开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和光明磊落的外交风范。

两国关系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

到建设性伙伴，从战略协作伙伴到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双边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对于

这一局面，普京总统曾经感慨习近平

主席所作的贡献和“亲力亲为”。这一

次，他有感而发：“两国关系进展令人

惊叹，达到了有史以来最高水平并继

续巩固旺盛。”“这种关系超越冷战时

期的军事政治联盟，也没有领导者和

追随者”。 （下转第三版）

北京－莫斯科，世界瞩目的握手时刻
—记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国事访问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于宏建

本报讯（记者 周琳） 习近平总书记来

福建考察两周年之际，3 月 24 日，省委理论学

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来福建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我省两年来贯彻落实的进

展情况、经验做法以及下一步思路举措，开展

交流探讨，把学习贯彻不断引向深入，推动全

省上下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在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中展现福建作为、谱写福建篇章提供

根本政治保证。省委书记周祖翼主持并讲话。

省长赵龙参加并发言。罗东川、崔永辉

作了发言。福州、南平、三明市的主要负责同

志作了交流发言。与会同志通过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来福建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深

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关心关

怀、对福建广大干部群众的深情厚谊、对福建

发展的殷切期望，进一步深刻领会蕴含其中

的战略思考、卓越智慧、科学方法，进一步深

刻领悟其强大的政治引领力、时空穿透力、实

践指导力和丰厚的理论价值、时代价值、实践

价值，是一次理论武装的再强化、目标任务的

再对标、激发干劲的再加油。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福建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最根本的是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做

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入挖掘和大力

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

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

资源，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各

项事业推向前进。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福 建 考 察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重 中 之 重 的 任

务是紧扣“四个更大”重要要求 ，扎实推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交 出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福 建

实 践 的 优 异 答 卷 。要 加 快 建 设 现 代 化 经 济

体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 教 育 发 展 、科 技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一 体 推

进，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实施新时代民营经

济 强 省 战 略 ，推 动 经 济 实 现 质 的 有 效 提 升

和 量 的 合 理 增 长 。要 积 极 服 务 和 融 入 新 发

展格局，深化具有福建特点的改革，稳步推

进制度型开放 ，努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

国 际 化 一 流 营 商 环 境 ，完 善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机制，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重

要 通 道 。要 持 续 探 索 海 峡 两 岸 融 合 发 展 新

路 ，推 进 与 金 马 地 区 通 水 、通 电 、通 气 、通

桥 ，推 动 闽 台 优 势 企 业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价 值

链 融 合 ，鼓 励 更 多 台 湾 各 类 人 才 来 福 建 追

梦筑梦圆梦。要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健全

与 经 济 增 长 相 适 应 的 居 民 收 入 增 长 机 制 ，

多 措 并 举 促 进 重 点 群 体 就 业 ，解 决 好 群 众

急难愁盼问题 ，全力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来福建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关键是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不

断激发和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要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扛起管党治

党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大 力 弘 扬

“四下基层”等优良作风，大兴调查研究，认

真抓好基层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扎实推进

正风肃纪反腐，让新风正气成为福建名片，

以坚强有力的党组织确保工作任务落实。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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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琳） 3 月 23 日，

省委书记、省委台湾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周祖翼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

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研究下

一步我省对台工作。省委副书记、省

长、领导小组副组长赵龙，省委副书

记、领导小组副组长罗东川出席。

会议指出，福建与台湾同根同源、

血脉相连，具有促进两岸交流的特殊

优势和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对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2021 年 3 月

来福建考察时明确要求福建“在探索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

伐”，赋予福建更大政治责任、更大历

史使命、更大发展机遇。党的二十大报

告对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

国统一，作出战略部署。这为我们做好

对台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二 十 大 精 神 ，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通促融、以惠

促融、以情促融，增进两岸民间交流互

动，扎实推进闽台文化经贸交流合作，

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在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

步伐。要着力扩大深化民间基层交流，

进一步推动闽台宗教和民间信仰交

流，持续做好两岸婚姻家庭工作。要着

力促进人文交流，以两岸青年一代为

重点，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推进文

化、教育、体育等交流交往。要着力深

化闽台经贸合作，深化闽台产业链供

应链价值链融合，推进两岸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合作，大力

吸引台湾各类人才来福建发展。要着

力推进惠台利民政策措施落地，用足

用好现有政策，不断健全完善保障和

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政策制度。要办

好海峡论坛、海峡青年节等活动，鼓励

各类民间组织开展闽台交流。

会议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相互配合，通力

协作，注重实效，凝聚起强大合力，持

续巩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

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的对台

工作格局。

省委台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负责同志等参加。

加强新形势下闽台民间交流 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周祖翼主持召开省委台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感恩奋进感恩奋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篇章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篇章③③

武夷山市的小学生在茶博园朱子雕像前诵读《朱子家训》。 陈颖 摄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

3月21日，伴随着稚嫩的童声，《大儒朱熹——

走进朱子大型交响咏诵会》在南平大剧院上演，

为激活朱子文化生命力注入了一股清新活水。

这是南平市推动传统文化创新转化的最

新成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大儒朱熹》晋京

展演，现场反响热烈，全网传播破 1.5亿人次。

闽山莽莽，建水汤汤。武夷山下，文脉绵长。

2021 年 3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

时来到了朱熹园，详细了解朱熹生平及理学研

究等情况。他指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时代精神激活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要把坚持马克思主

义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殷切话语，回响耳畔。

两年来，福建省、南平市牢记嘱托，在保护

中传承、在挖掘中拓展、在传播中创新、在融合

中发展，推动以朱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何以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
3 月 21 日，《朱子在南平——文化遗存讲

解词》首发。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让朱子生平、朱子遗

迹、朱子理学跃然纸上——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

泰山与武夷。”朱子创造了璀璨的闽派儒学，留

下了丰富的遗址、遗存。其一生七十余载，有超

过半世纪的时间在南平度过，朱子理学在此萌

芽、发展、集大成。

自此，朱子文脉，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半

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朱熹《观书有感》

中，蕴含文脉流传的奥秘。

20世纪 90年代，在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大力推动支持下，武夷山成功收获了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这一“金字招牌”。联合国世界文

化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报告评价道：“武夷山

是后孔子主义（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申遗

成功，实现我省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2017 年 9 月，作为福建省朱子文物遗存最

集中区域，南平率先颁布首部实体性地方法

规——《南平市朱子文化遗存保护条例》。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朱熹园。

当时担任向导和讲解员的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张建光回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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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论

述的首次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朱熹园讲话中

最重要思想，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

度重视和充分自信。”

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指引着八闽儿女，满

怀珍爱尊崇之心，铸牢中华优秀文化的“根”

与“魂”。 （下转第五版）

活源毓秀活源毓秀，，朱子文化永流传朱子文化永流传
□本报记者 吴旭涛 姚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