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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安相聚，续写千
年友谊，开辟崭新未来，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的航船一定能
够乘风破浪、勇毅前行，为六国
发展振兴增添新助力，为地区
和平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5月 18日至 19日，习近平
主席在西安主持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

从绿树成荫的陕西宾馆，
到美轮美奂的大唐芙蓉园，再
到古典与现代相得益彰的西安
国际会议中心……习近平主席
同中亚五国元首密集互动、深
入交流，就携手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达成
重要共识、取得丰硕成果。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
金”。建交 31年来首次以实体
形式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
标志着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
制正式扬帆起航，在绵延 2000
多年的中国－中亚友好交往史
上写就浓墨重彩的篇章。

凝聚——“深化中国－中亚
合作，是我们这代领导人着眼
未来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世
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

5月 19日，西安国际会议
中心内，中国和中亚五国的
国旗迎风飘扬。临近 10 时，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主会场迎宾
大厅，热情迎接中亚五国元首
的到来。

“大家早上好！”习近平
主席微笑着向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扎帕罗夫、塔吉克斯坦总统拉
赫蒙、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
穆哈梅多夫、乌兹别克斯坦总
统米尔济约耶夫问候致意，并
同他们一一握手。

在巨幅国画《秦岭新晖》和
六国国旗前，六国元首并肩而
立，留下难忘的“全家福”合影。

此次中国－中亚峰会，是
中共二十大之后中国举办的首
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吸引着
全世界的目光。

三年前，中国同中亚国家因应地区形势变化，着眼各国
人民根本利益与合作诉求，开创性建立中国－中亚外长会晤
机制；

一年多前，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年之际，中亚五
国元首纷纷提议将中国－中亚机制升格为元首层级，并多次表
达希望中方举办首次峰会；

今年初，根据中方提议，各方商定中国－中亚峰会于5月
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

维夏之月的美好时节，中亚五国元首如约而至。热烈
的腰鼓、喜庆的秧歌，让元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
友好……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5月 18日晚，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大唐芙蓉园紫

云楼北广场欢迎中亚五国元首夫妇。一场大度雍容、如梦如
幻的唐朝传统迎宾礼，展现出中华文化包容四海、兼纳百川
的精神风貌。

深厚的历史渊源，悠久的文明传承，共同的伟大梦想，将
中国同中亚五国紧紧团结在一起。

当晚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对中亚各国来宾说：“陕
西是我的故乡，我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今天我和我夫人能
在这里招待各位好朋友，倍感亲切和高兴。”

2022年1月，以“云”峰会庆祝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30周
年；2月，齐聚北京冬奥会开幕式；9月，习近平主席在新冠疫情
发生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中亚，同五国元首分别会晤……
此次峰会，是去年年初以来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的第
四次聚首。

国际社会都在关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之
际，中国同中亚关系缘何持续升温？

19日，作为东道主，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从
峰会举办地西安的历史切入，阐释深化中国－中亚合作的重
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也是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
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
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
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了
历史性贡献。”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深化中国－中亚合作，是我们这代领导人着眼未来
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世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在元功门举行
的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

在以千年为计的大历史中，有两个时间跨度，承载着非同寻
常的意义——

一是 31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同中亚国家建交以
来，走过了不平凡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
利共赢，国家关系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命运共
同体的历史性跨越”。

一是10年。习近平主席表示：“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
主席后首次出访中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10
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复兴，倾力打
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将双方关系带入一个崭新时代。”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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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之际，《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
卷、第二卷在全国出版发行，这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部选读，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12年 11月至 2022年 10月这段
时间内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是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
威教材。

党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对学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提
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
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更加深刻
体悟真理的味道、思想的力量，更加
坚定地沿着科学理论指引的正确方
向，积极投身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伟大实践。

原著领引，把握原理感悟真理

走进北京图书大厦，“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图书”专区前，《习近平著
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显眼
位置，吸引了许多读者驻足阅读。

时间回到一年前。2022年 5月，
党中央作出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
读》的重大决定。编辑出版选读，旨
在引导读者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
认识和把握这一思想对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而深远的指导
意义。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精选
精编原则，注重选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在各领域各方面提出重要思想观点
的文稿，选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对发
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的文稿，选编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和国家事业根本方向和长远发展
重要论述的文稿，充分彰显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答
时代课题、引领实践发展、推动伟大
变革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一位
编辑组成员介绍道。

选读以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
的二十大报告为开卷篇，其他著作按
时间顺序编排，共收入 147篇重要著
作。这些著作是从习近平总书记大
量文稿中精心选编出来的，都是富有

原创性、代表性、标志性的重要文献。
选读在时间上贯通新时代10年，

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
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领域各方面，全
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发展的基本脉
络及其完整的科学体系，能够帮助读
者更好从整体上、体系上学习掌握党
的创新理论。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最根本、最
重要的是读原著、学原文。选读的一
个鲜明特色是原文呈现，这样可以帮
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准确、更直接
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原理原义。”一位编辑组
成员表示，编辑过程中，坚持尊重历
史、忠实于原著，充分展现党的创新
理论的丰富内涵和鲜明风格。

经过近一年的精心编辑，《习近平
著作选读》于 2023年 4月 3日正式出
版发行。这是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献
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出版的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著作。

“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重大政治任务。”

党中央发出的通知强调。认真学习
选读，对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奋力把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深学细悟，武装头脑铸魂增智

4月2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微讲
座”在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开讲。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天津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宇讲得深入浅出，
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

“我们把理论学习融入主题教
育，把《习近平著作选读》融入日常教
学，不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
进课堂、进头脑。”张宇说，作为思政
课教师，更要学好用好这一权威著
作，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努力把道理
讲深、讲透、讲活。

精学深研、结合实际，才能让理
论武装走深走实。 （下转二版）

学好用好权威教材 凝心铸魂汇聚力量
——各地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情况综述

本报讯 （记者 赵婧耘）今年5
月是全国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
18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送法进
乡村群众性法治文艺汇演在习水县东
皇街道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拉开帷
幕。文艺汇演将民法典的学习宣传与
群众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引导广大群众
养成良好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习惯，
进一步推动民法典宣传工作取得实效。

为持续推动民法典宣传融入日
常生活、融入基层治理、融入法治实
践，连日来，我市各地多形式开展民
法典宣传系列活动，为群众送上“法治

大餐”。其中，桐梓县举办2023年民法
典“万人大培训”暨“法律明白人”专题
培训，并以视频会议形式在各乡（镇）
设立分会场，共850余人参加培训；绥
阳县旺草镇普法志愿者利用赶集日开
展“法典相伴·与您同行”普法宣传志
愿服务活动，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普及民
法典相关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
点宣传涉及侵权责任、合同违约、土地
流转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内
容，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道
真自治县尹珍街道组织开展“美好生

活·民法典相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
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等，重点宣
传民法典中有关婚姻家庭、侵权责任、
相邻关系、租赁合同等法律知识；赤水
市官渡司法所联合多部门走进官渡小
学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就民法典以
及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案例
进行解读，告诉学生如何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小养成遵纪
守法的良好品格等。

据市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第三个“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期间，我
市将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

题，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
想、党的二十大精神和民法典，推进
普法宣传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
军营、进社区、进农村、进网络，分步
有序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之法
律知识大闯关”“民法典进乡村法治
文艺汇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旁听
庭审”“市级普法讲师团民法典专题
培训”“推进民法典实施基层普法队
伍万人大培训暨法律明白人专题培
训”等 5大特色主题活动，不断在全
市掀起民法典学习宣传热潮。

“民”为中心 “典”亮生活
我市举办2023年民法典宣传月系列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向婧 吴凡）
5月 20日，位于红花岗区、汇川区、新
蒲新区的 4个“醉美遵义·市民舞台”
正式投入使用。

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发
展，延伸公共文化服务阵地，搭建群
众文化活动空间，4月初，遵义市文

化旅游局启动“醉美遵义·市民舞
台”筹建工作，在红花岗区、汇川区、
新蒲新区人流量相对较大的闹市
区，创新建设 4个室外露天舞台，打
造公共文化服务时尚生活空间，惠及
广大群众。

“根据市文旅局的相关要求，市
文化馆具体执行‘醉美遵义·市民舞

台’的相关工作。历时一个多月，位
于红花岗区遵义·1935街区、中华路
市民广场和汇川区南京路遵义市体
育文化公园、新蒲新区万达广场的 4
个市民舞台已经建设完毕。”市文化
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城市小舞台，文化大民生。作为
国家首批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近年

来，我市不断探索创新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路径，“醉美遵义·市
民舞台”的建设和投用，就是其中的
成果之一。此举对于提升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效能，丰富群众文化活动，
倡导城市生活新风尚将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中心城区4个“醉美遵义·市民舞台”启用

习近平向康复国际百年庆典致贺信
在全国助残日之际，向全国广大残疾人

及其亲属，向广大残疾人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