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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大海上油田累计生产原油突破5亿吨

●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

●“水韵贵州”中国施秉独木龙舟节开幕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
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
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
于两个结合。

“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
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
化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注重
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的
沃土，把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念
与中华民族千年理想有机结合，赋予道
路制度以民族的血脉，赋予理想信念以
文明的底蕴，彰显了“走自己的路”的强
大底气和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
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中国共产党成立102周年前夕，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高峰。

序厅内，巨幅漆画《长城颂》气势恢
弘。巍巍长城盘旋而上，象征中华民族源
远流长的文明，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初心永驻的写照。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
也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
者和弘扬者，在薪火相传中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一路向前。

近代以后，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中华民
族遭遇深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
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
在高度的契合性。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
扎根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
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走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
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这条道路，不忘本来，面向未来。
河北阜平，地处太行山区。史料记

载，“阜”为兴旺昌盛之意，寄托着世世代
代阜平人的强烈愿望。2012年底，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里向全国发出脱贫攻坚动员
令。十年间，曾经的“贫中之贫”蝶变成
黄土生金之地。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当中华民族
完成了彻底摆脱贫困的奇迹一跃、在中
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诗经》中的千古吟唱在社会主义中国超越梦
想、照进现实。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
同信念、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美好期盼紧密凝结在一起，激荡起中华儿女的
强烈共鸣，汇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走自己的路愈发具有无比广阔的舞
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2021年7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
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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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
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一百
多年来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坚定道路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重要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境界，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

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园，始建于1183年，如今用于展示宋代理学家朱熹生

平和成就。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园内展示着朱熹对《孟子》所作注解。

2018年 6月，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借用这句
话，诠释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价值理念相通，决定了
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确立。

从“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科学判断，再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不懈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

践行新发展理念，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辽阔的华夏大地，海岸如弓，江河似箭。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离不开长江

黄河的滋养哺育。
从提出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确立国
家的“江河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放在突出地位，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祖国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上承千百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发展实践相结合，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
发展理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

（下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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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6月21日20时
40分许，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
燃气爆炸事故。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 31人
死亡、7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
示，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发生燃气爆
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令人痛心，教训深刻。

要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
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当前正值端午假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牢固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工作落
实，盯紧苗头隐患，全面排查风险。近期有关
部门要开展一次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有效防范重特

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根据习近平指示，应急管理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做好伤员救治
和应急处置工作。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已
组织力量全力做好善后工作。目前，医疗救
治、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习近平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富洋烧烤店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
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远瞰巴巫，险要天
成。这里是遵义。

历史演进，时节如流。这片积淀千年文明
的沃土以“道”载义，以“义”遵道，深明大义、开
放包容、勇于开拓。

如今，这座遵道行义之城接续传承红色基
因、努力讲好遵义故事，正在历史长河中开出
更绚烂之花朵、结出更丰硕之果实。

“转折之城”赓续红色血脉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遵义会议会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灯光将这幢砖木结

构、中西合璧的建筑衬托得庄严、肃穆，又格外
亮丽。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小楼前驻
足拍照。

88年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在党的
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为满足游客需求，遵义会议纪念馆日前开
启夜间开放模式，让游客在追寻红色记忆的同
时，领略不一样的红色文化。身处其中，仿佛
回到80多年前的夜晚。

“遵义是黔北重镇、贵州第二大城市，红军
长征经过那么多城市，像遵义城这么热闹的不
多。”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作家田兴咏
说，“红军队伍来到遵义城，纪律严明，对群众
秋毫无犯，群众发自内心拥护中国共产党，这
也是遵义红城血脉的根。”

“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毗邻遵义会议会址的 1935街区，极具黔北民
居建筑特色，红色氛围浓厚，包含红军街、1935
文化新天地、遵义纪念公园三个区域。在红军

街上，常年活跃着一支由遵义市民自发组成的
红色合唱团，嘹亮的歌声常常引得游客驻足。

距离遵义会议会址 3公里的红军山烈士
陵园，有一尊“红军菩萨”，如今每天仍有很多
人前来祭奠。长征路上的红军卫生员龙思泉，
在寒风肆虐的冬日，为百姓治病解难，却被敌
人残忍杀害。群众含泪将龙思泉埋葬，“红军
菩萨”的故事逐渐在遵义家喻户晓。

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曾指出，我们
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
永放光芒。

红色基因已根植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
如今，除了群众口口相传，长征故事宣讲团、道
德讲堂、小小红色义务宣讲员都常年活跃在机
关、企业、学校乃至田间地头。

“在遵义，红军故事像传家宝一样，叮嘱我
们的下一代，不要忘了我们从哪里来，要去向
何方。”遵义会议纪念馆第一任馆长孔宪权的
孙女孔霞说。她从小聆听爷爷讲述红军长征
的故事，立志长大传播红色文化。30年来，孔
霞宣讲 1000余场，受众 1万余人次，陆续培养
出 5000余名学生讲解员。受母亲影响，孔霞
儿子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立志报效祖国。

红色基因永葆活力，成为遵义城市文化之
魂。在遵义会议精神引领下，黔北大地相继涌
现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八一勋章”获
得者杜富国等一批始终将忠诚和信仰刻在心
中、为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楷模。

红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伟大的转折》
《花繁叶茂》《高山清渠》等一批红色文艺精品
频登荧屏，“红色圣地·醉美遵义”文化旅游品
牌声名远播，遵义成为全国红色旅游关注度最

高的目的地之一。

黔北文脉积淀深厚底蕴

受巴蜀文化和楚湘文化影响，从秦汉开
始，遵义就形成独特的文化圈，文风日开。到
明末清初，黔北各地书院、私塾林立，造就了浓
厚的文化氛围。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古
柏林傲立禹门山，一派钟灵毓秀之气。从乾隆
年间至清末，遵义市新蒲新区新舟镇沙滩村先
后走出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
批文化名人，是贵州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

“缕缕黔北文脉绵延不绝，凝聚成这座城
市的文化脊梁。”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黎铎说，这是遵义崇智尚学氛围、家国情怀
浓厚的精神渊源。

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湄潭县
将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的旧址
妥善保护，打造成为“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
馆”。据不完全统计，在遵义湄潭的7年里，浙
大在国内外发表的论文数量在国内高校处于
领先地位，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称为“东
方剑桥”。

当年，浙大师生通过湄江桥进入湄潭城
时，百姓捧着采来的野花、端着煮熟的鸡蛋欢
迎。他们让出自己的好房子，确保浙大师生有
足够的地方教学和生活。

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李政道……浙大
在此办学7年，湄潭群众用实际行动保护和支
持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生
前曾写诗感念湄潭：“平生最是难忘处，扬子湄
潭浙水边。” （下转二版）

遵道行义传薪火
——解码遵义的文化自信样本

“乡土而新奇”的羊磴艺术乡场

逛展馆、猜灯谜、对对联、领画像……6月21日至22日，桐梓县首届“乡土
而新奇”羊磴艺术乡场在该县羊磴镇举行，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别样的“艺农文
旅”融合创新体验。

本次活动由桐梓县人民政府和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艺术乡村研
究学院主办，旨在寻找“乡土”而“新奇”的乡村艺人，创作“乡土”而“新奇”的
艺术作品，探索“乡土”而“新奇”的艺术模式。

（记者 向婧 吴凡 摄影报道）

←当地群众走进展厅，参观为羊磴
镇设计的文创产品。

↓羊蹬艺术乡场上，画家们为当地
群众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