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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印证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
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中，一部 1688年

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格
外珍贵。

这是 2019年 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法国时收到的国礼。法国总统马克龙介绍
说，《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曾对孟德斯鸠
和伏尔泰的哲学思想给予启发。

中外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尽管差异巨
大，却常有相通互鉴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
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
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
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
历史。”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这一论断愈
发显现科学价值。

10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期间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推
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
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10年
间，这一理念产生日益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
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

鲜明旗帜。
大道之行，壮阔无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
确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
飞跃，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
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奋进
新征程的号召。

中国式现代化，从何而来，走向何处？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

考察中来到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殷墟我向
往已久，这次来是想更深地学习理解中华
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
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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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库里，首次同台展示了《四库全书》文渊
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真
影印版本，全面呈现《四库全书》风貌，实现

“四阁四库合璧”。
今年 6月 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

察时叮嘱工作人员：“我最关心的就是中华
文明历经沧桑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中华
民族的一些典籍在岁月侵蚀中已经失去了
不少，留下来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
呵护好、珍惜好，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没
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走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
明则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
荣光。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
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
化——

广东茂名，传承千年的荔枝之乡。今年
4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查看乡村产
业发展情况，展望美好图景：“我们要搞共同
富裕，先富带后富，把后富的往前推一把；钱
赚得再多，不讲精神文明不行，我们的乡风
民俗要文明；生态和经济要和谐，‘个体现代

化、村里脏乱差’不行……乡村振兴要和这
些‘国之大者’结合起来。”

一席话，道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
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
质，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
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

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
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
远，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凝
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
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
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
的重大创新。”

今年 2月 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
类文明进步的高度，深刻阐明中国式现
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
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
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今年 4月，巴西总统卢拉第四次访华，
第一站抵达上海，参观了华为公司，对中国
在 5G等领域发展成就深表钦佩。他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表明，发展没有单一
的药方，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其历史挑战和
自身实力走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创造了伟大的
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
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
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
道路。

循大道，至万里。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行进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必将乘风破浪，驶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彼岸。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基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四

6月20日，在遵义开往重庆西的5630次
列车上，志愿者与旅客一起体验包粽子。

端午小长假来临之际，一辆载着 300
余名旅客的 5630 次列车从遵义站缓缓驶
出，前往重庆西站。与之前搭乘的“慢火
车”不同的是，旅客乘坐该趟列车，不仅可
欣赏沿途各地的风景，还能在列车上逛

“集市”、看节目、包粽子，在旅途中体验别样
的端午民俗。

在“集市车厢”里，沿线村民将自家种的
粽叶、艾草、菖蒲、糯米、蔬菜等农产品整齐
摆放，供乘车旅客选择购买。逛完“集市”，
在“民俗体验”车厢，旅客还可欣赏民族特色
舞蹈、古筝弹奏、吉他弹唱等节目，亲手制作
粽子及艾草香包，体验传统文化民俗。

据介绍，从即日起至端午小长假结束，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铁路公
安处、桐梓县文化旅游局将联合在遵义往返
重庆西的5630\5629次列车上打造“端午集
市”“民俗体验”车厢，供旅客在节日期间打
卡游玩，感受传统民俗。

（新华社）

本报讯 （记 者 胡 丹）6 月 20
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组成人员
深入正安县、绥阳县，对遵义白茶、“黄
金芽”茶产业发展情况进行视察。

视察组先后来到正安县土坪镇明
星村茶叶基地、正安县茗星春茶业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加工厂、正安县怡
人茶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安·中国西部

白茶交易市场、贵州芸清湘茶旅养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贵州大溪尖峰顶茶
业有限公司，深入茶园和茶叶生产车
间，实地察看了解茶园建设、茶叶生产
加工、茶产品市场销售等情况，听取相
关人员介绍并提出意见建议。

近年来，正安县、绥阳县依托资源
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突出山地特色，

大力推进特色茶产业发展。目前，正
安县已发展白茶产业 18万亩，绥阳县
已发展“黄金芽”茶产业 1.32万亩。

视察组对正安县、绥阳县茶产业
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指出
两地在茶叶基地建设、茶叶市场开拓、
茶叶品牌建设等方面具有很大潜力，
下一步要按照茶产业、茶科技、茶文化

“三茶”统筹发展理念，落实好茶产业
发展规划；要持续培育市场主体，发挥
好茶叶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加强品牌
建设和市场开拓；要深入挖掘茶文化
资源，不断扩大茶文化影响力，推动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更
多力量。

部分市人大代表参加视察活动。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茶产业发展情况

1998年，张越广从遵义教育学院毕
业后，应聘到贵阳市一所民办学校任
教。2003年，他辞去工作来到道真自治
县，在相关部门支持下，成立了该县第
一所民办学校——金星中学。

办学以来，张越广坚持“高质量、创
一流、树品牌”的办学目标，按照“一年
一个转变、两年一个提升、三年一个突
破、四年一个特色、五年一个跨越”的教
学计划，凝心聚力推动学校事业发展再
上新台阶。2006年至 2022年，该校有
180余名学生考上重点院校，2400余名
学生进入二本院校。

张越广关爱学生，每年他都会挤
出资金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杂
费、资助生活费，奖励成绩优异的学
生。2014年以来，已为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减免学杂费累计达 450 余万元，
为优秀学生减免学杂费和资助考上大
学的学生累计达 220余万元。

张越广热心公益，先后为“抗震救
灾”“千企帮万村”“疫情防控”等捐款50
余万元，曾获道真自治县十大杰出青年、
教育“师德标兵”等称号。2023年荣获遵
义市“最美党外人士”称号。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张越广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撰写提交的
《关于加大财政投入，扶持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持续健康发展》《推动道真自治
县高中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科学谋划
人才引进》等提案，均得到有关部门高

度重视。
作为一名民革党员，张越广始终

坚守理想信念，他说：“我会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用爱书写好民革党员的
社会责任和担当。”（记者 刘廷成）

心系教育 热心公益
——记遵义市“最美党外人士”张越广

“慢火车”上旅客“逛集市” 包粽子体验端午民俗

（上接一版）
“在战火中，浙大师生们

坚持切磋学问、探求真理，为
夺取抗战胜利携手前进，‘文
军西征’的精神感染湄潭百
姓至今。”湄潭县委书记沈建
通说。

一座城，因历史而厚重，
因人文而优雅，慢慢舒展出
最好的姿态。

吐故纳新，生生不息，积
淀成遵义独树一帜的城市魅
力。如今，“城市书房”“职
工书屋”“社区书屋”“农家
书屋”遍布遵义大街小巷，

“15分钟城市阅读圈”正在
形成，文化灯火更加闪亮。

“诗乡”绥阳、“小说之乡”正
安、“楹联之乡”桐梓，都以自
己的“文化符号”为傲。活跃
在街头巷尾的志愿者、遍地
开花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让全国文明城市遵义的
文明之花开得更艳。

遵道行义书写古城新韵

从空中俯瞰遵义，贵州
境内第一大河、长江上游右
岸最大支流乌江穿城而过，
山峦绵延起伏，2900万余亩
林地覆盖了这座城市一半以上的面积。山美水美
林美，造就了遵义人闲适自在的生活态度，不少人
习惯早起茶馆喝茶，晚饭后酒馆小酌。

“其味极佳”，唐代陆羽《茶经》盛赞遵义茶；“酒
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清代著名学者、诗人郑珍
路过茅台镇，睹茅台商业之繁盛，写下这样的诗句。

这里既有“中国最美的丹霞”之一赤水丹霞，也
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存海龙屯土司遗
址。“生态名片+历史名片”正在成为遵义全面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响亮招牌——至2022年，全
市建成自然保护地65个；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8个，全国“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个；曾因
突出生态问题被讽为“污江”的遵义母亲河乌江，经
过多年系统治理，干流水质达到Ⅱ类标准；消失多
年的胭脂鱼等珍稀鱼类重现，赤水河再现碧水东
流、清波荡漾的景色；茶文化博物馆、酒文化博物馆
成为地方旅游名片，提升文化“含金量”……留住历
史文脉，不让生态“蒙尘”。

上海路、大连路、天津路、宁波路……遵义城
市建设多见外省地名，与“三线”文化息息相关：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超过 8万名工人、干部、知识分
子、解放军官兵，从大城市跋山涉水来到遵义，他
们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在遵义建起了多个大中型
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点亮遵义现代工业之光。

如今，在遵义 1964文化创意园，老厂房变身
集创意、休闲、时尚、怀旧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
注入艰苦奋斗的“精神之钙”，不忘峥嵘岁月、辉
煌历史。

“满眼盐船争泊岸”，遵义自古是川盐入黔、黔
货入川要道和商品集散地，船运文化深厚，商贾云
集。一些古镇至今保留着大量古街道、古寨门、古
纤道、古盐道等遗存，潜移默化造就了城市的开放
和包容气质。

今天，纵横交错的水、陆、空交通网让古城遵义
的人文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大。乌江构皮滩水电
站通航，一船出省、直达长江的梦想一朝实现；巨龙
般的高铁在山间驰骋，拉近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空间距离；借助新舟机场、茅台机场以及陆海新
通道“遵义号”货运班列，与粤港澳大湾区及更大的
海外市场连接……遵义冲出群山包围，对外贸易已
拓展到141个国家和地区。

漫步遵义大街小巷，“遵道行义、自强不息”八
个大字随处可见。“道”谓天下通行之路，“义”谓天
下合宜之理，“道”是否正确，取决于“义”是否合宜。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回望黔北
文脉的悠久漫长，延续“转折之城”的豪迈荣光，红
城遵义汲取遵道行义、自强不息的城市之气，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阔步迈上新征程。

（新华社贵阳6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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