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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11 月 30 日电 12
月 1 日出版的第 23 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的说明》。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注
重总结历史经验。党中央认为，在党
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党
和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
头，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对推动全党进一步统一
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
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
总的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
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
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
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
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
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认为，总结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方法论，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
大历史观，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
主义。
　　习近平指出，对这次全会决议起
草，党中央明确要求着重把握好以下
几点。第一，聚焦总结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以推动全党增
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

志。第二，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这个重点，引导全党进一步坚定
信心，聚焦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以更
加昂扬的姿态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第三，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
要人物的评价注重同党中央已有结
论相衔接，体现党中央对党的百年奋
斗的新认识。习近平还对决议稿起草
过 程 、基 本 框 架 和 主 要 内 容 作 了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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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向“声援

巴勒斯坦人民国

际日”纪念大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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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
京 1 1 月 3 0
日电在中国和
塞浦路斯即将
迎来建交 50
周年之际，国
家主席习近平
11 月 30 日同
塞浦路斯总统
阿纳斯塔夏季
斯通电话。两
国元首高度评
价 中 塞 建 交
50 年来关系
发展，一致决
定将中塞关系
提升为战略伙
伴关系。
　　习近平指
出，中塞建交
50 年来，成功
打造了大小国
家友好相处的
典范。政治上，
两国坚定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关切，
是相互信赖的
朋友；经济上，
两国能源、电
信等领域合作
富有成效，是
共建“一带一
路”的伙伴；两
国人文、教育、
旅游等领域交
流合作也日益
密切。新冠肺
炎 疫 情 发 生
后，双方相互
支持，同舟共
济，中塞关系
战略性日益凸
显。中塞在建
交 50 周年之
际正式宣布建
立战略伙伴关
系，这是两国
顺应时代发展
大势作出的政
治决策，必将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
注入强大动力。
　　习近平就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塞
关系发展提出 4 点建议。第一，坚
持平等相待之道，相互尊重两国人
民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
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第二，推动互利合作走深走实，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方乐见更
多塞浦路斯优质农食产品进入中国
市场，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塞浦
路斯绿色经济、数字化转型、疫后复
苏发展，欢迎塞方积极参与全球发
展倡议。第三，维护中欧关系正确发
展方向。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应该
坚定合作大方向。中方愿同欧方坦
诚开展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希望塞
方推动欧盟同中方一道，确保中欧
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第四，倡导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民
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是只有
一种形态、一种标准，不能由个别国
家垄断性解读并强加于人。中国愿
同包括塞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维护公平正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
化，让各国人民真正享受更加广泛、
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
　　阿纳斯塔夏季斯表示，塞中
建 交 5 0 年 来 ，双 方 始 终 相 互 理
解、相互支持，在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领域合作日益深化，取得积
极成果。中国是塞方至关重要的
伙伴和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我们
通电话后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
正 式 宣 布 建 立 塞 中 战 略 伙 伴 关
系，这对两国关系具有里程碑意
义。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坚定支持中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
的立场，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密切贸易、
投资、人文、旅游等各领域合作，
推动塞中关系得到更好发展。塞
方赞赏中方在国际事务中秉持公
正立场，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
沟通协作。塞方愿意积极促进欧
盟同中国加强对话与合作。
　　两国元首通电话后，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浦路斯共和
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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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这样和大学生谈心
人民日报记者汪晓东、李翔、宋静思

　　“广大青年要肩负历史使命，坚定
前进信心，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
时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
为人民、为人类的不懈奋斗中绽放绚
丽之花。”今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亲
切关怀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党的十八
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到高校考察调研，
多次同青年学生座谈、给他们回信，倾
听他们心声，指引他们成长，勉励他们

“心无旁骛，学成文武艺，报效祖国和
人民，报效中华民族”。
　　 2016 年 12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
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
　　鲜红党旗下，绽放着无数青年学
生的青春和梦想；壮阔征程中，汇聚了
无数青年学生的激情和奉献；新赶考
路上，呼唤一代代青年学生接续奋斗、
艰苦奋斗、永远奋斗。

立 大 志
　　要爱国爱民，从党史学习
中激发信仰、获得启发、汲取力
量，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不断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
气，树立为祖国为人民永久奋
斗、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

　　梦想，是引领人生方向的灯塔。
　　 2013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

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实现中国
梦、青春勇担当”主题团日活动，同各
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
　　“登顶世界高峰，探秘神奇的大自
然，是我从小的梦想。”看似文弱的中
国地质大学 2011 级硕士研究生陈
晨，是我国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在校
女大学生。
　　习近平总书记听了陈晨的发言，
由衷地对她说：“我非常敬佩你。对珠
穆朗玛峰，我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 20 岁出头
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四川学习
农村发展沼气技术，办完事后，在大雪
封山时登上峨眉山，十分艰险，下山时
到小饭馆吃担担面，人家已经尊我们
为英雄了。”总书记祝愿陈晨在勇攀珠
峰精神鼓励下勇往直前，不断攀上事
业和人生的新高峰。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理想指引
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
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
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
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努力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
　　中国梦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
想，也是青年一代应该牢固树立的远
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
带领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找到的实现中
国梦的正确道路，也是广大青年应该
牢固确立的人生信念。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只有把
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
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就在这次座
谈的前两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 2009 级本科团支部
全体同学回信时强调。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常讲，做人
要有气节、要有人格。气节也好，人格
也好，爱国是第一位的。我们是中华儿
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
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要时时想到国家，处处想到人民，做到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1935 年，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著名教育
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问了
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
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振奋了师生爱国
斗志。我看，这三个问题是历史之问，
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
一代问下去、答下去！”
　　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
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
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
存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力量，北大、清
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湖南，合组国立
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京沪失守，战火危
及长沙，长沙临大被迫迁往昆明，改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 1938 年 5 月 4
日开始上课。
　　在昆明的 8 年时间里，西南联大
广大师生遵循刚毅坚卓的校训，满怀
科学救国的理想，同舟共济、同仇敌
忾，抗战中大批学生投笔从戎、效命疆
场，抗战胜利后联大师生积极参加反
内战民主运动，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
国主义篇章。
　　 2020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研。
总书记沿途察看“一二·一”运动纪念广
场、西南联大原教室、革命烈士纪念碑、
西南联大纪念碑等标志性建筑。总书记
走进西南联大博物馆参观，详细了解西
南联大在抗战艰苦条件下赓续中华民
族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同国家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
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
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有历史感
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019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指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
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
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
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
　　 2017 年，西安交通大学 15 位老
教授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讲
述他们上世纪 50 年代，响应党和国
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黄浦江畔来
到渭水之滨，扎根黄土地，开启建设西
部科技高地和一流大学的故事。
　　收到信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
要指示：“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
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
献智慧和力量。”在 2018 年新年贺词
中，总书记还特意提起收到西安交大
西迁老教授来信的事。
　　 2020 年 4 月 22 日，在陕西考察
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
走进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
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总书记仔
细端详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在一
层大厅，总书记亲切会见了 14 位西
迁老教授，“看了你们的信我非常感
动，产生了强烈共鸣”。总书记祝愿他
们身体安康、家庭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
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
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
史意义。总书记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
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
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
绩。        （下转 3 版）

  11 月 30 日，
贵（阳）黄（平）高速
公路控制性工程阳
宝山特大桥开始进
行静态荷载试验，
4 8 辆 满 载 共 计
1680 吨货物的大
型货车停放在桥
上，以检验桥梁结
构整体的施工质量
与受力性能，为桥
梁交（竣）工验收、
通车安全提供重要
的科学依据。阳宝
山特大桥位于贵州
贵定县新巴镇和德
新镇境内，是贵黄
高速公路控制性
工程。
    新华社发
    （邓刚摄）

  11 月 30 日，白鹤在南昌鲤鱼洲五星白鹤
保护小区的湿地中嬉戏。入冬以来，大批候鸟陆
续飞抵江西鄱阳湖湿地。 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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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达
喀 尔 1 1 月
30 日电 2021
年 1 1 月 2 9
日，习近平主
席以视频方式
出席中非合作
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开幕
式，发表题为

《同舟共济，继
往开来，携手
构建新时代中
非 命 运 共 同
体》的主旨演
讲。会议结束
之际，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接受中央
媒体采访，介
绍习近平主席
与会情况，阐
释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重大倡
议主张及其重
要意义影响。
　 　 王 毅 表
示，本次会议
是 2018 年中
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以来中
非友好大家庭
的 又 一 次 聚
首，是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国在境外
共同举办的最
大规模实体外
交活动，也是
我国面向发展
中国家的又一
次重大外交行
动。习近平主
席 继 出 席
2018 年论坛
北 京 峰 会 和
2020 年中非
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后，再次
亲自出席论坛
会议，同非方
领导人共商中
非关系发展大
计，引领中非
关 系 未 来 发
展，对深化中
非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促进发展中国
家团结合作和
全 球 抗 疫 合

作、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更
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毅说，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
不绝，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合作遭
遇逆流，中非合作也面临疫情影响、转
型升级等现实挑战。习近平主席在讲
话中立足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高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从造福中
非人民、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出
发，以战略眼光和深邃思维，提出构建
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提炼总结“中
非友好合作精神”，宣布中非务实合作

“九项工程”，为中非关系行稳致远、中
非合作提质升级、中非人民世代友好
擘画蓝图、凝聚共识，展现出重情尚义
的大国领袖情怀。  （下转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