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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甘肃，戈壁滩、砂石地、沙化地等非

耕地资源正利用集成基质栽培、节水灌溉、
品种改良、光热控制等现代技术，重构作物
生长环境，突破了传统农业对水、土等自然
条件的高度依赖，实现了“不与粮争地，不
与地争肥”，在保障农民群众收入增加的前
提下，腾出大量耕地用于粮食生产，现有40
万亩戈壁设施农业，从产量的角度测算相
当于增加了近 100 万亩农田，不仅解决了
粮菜争地矛盾，也为同步丰富“米袋子”和

“菜篮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做好产销文章 打造设施农业品牌

新形势下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应坚持
规划先行、因地制宜、生态优先、科技支撑、
市场主导、联农惠农，力争每年都有新进
展、新提升。各地应结合实际科学布局产
能，设施种植重点是加快传统优势产区老
旧设施改造升级，在大中城市周边和非耕
地上新建一批高标准现代化设施，提高设
施效能和资源利用率；设施畜牧要优化结
构，在稳定提升家禽和生猪产能的基础上，
支持牧区和农牧交错带合理增加牛羊舍饲
圈养，提升规模化率和养殖效率。

山东省强化融合发展，持续提高现代
设施农业整体效益。将一产的产能优势，
向深加工、预制菜以及休闲农业、农村电商
等延伸，提升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现代设施农业要分类施策、有序推进
存量设施改造提升，在推广新技术、新设
施、新机制上下功夫，坚持微改造、精提升，
针对不同设施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实用
性改造。要挖掘潜能，高标准新建一批日
光温室、深海养殖平台等现代农业设施，向
戈壁荒滩、深远海等非耕地资源要空间，加
快先进技术装备的国产化应用推广，通过
智能化提升、绿色化运营实现节本增效。

2021年甘肃省以戈壁设施农业为主导
产业，成功申报创建国家设施蔬菜产业集群
项目，持续强化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精深
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等全链条多环节，
近两年集中建成蔬菜育种中心7个，千亩以
上生产基地 28 个，各类加工等生产线 11
条。培育唱响“酒泉味道”“戈壁雪润”“阳关
葡萄”等一批品牌，河西地区戈壁蔬菜、瓜果
远销北上广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市场。

近年来，设施农业全链条发展迅速，各
地正下大力气补上专用品种培育、仓储保
鲜冷链物流与精深加工等短板，支持培育
一批专业化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健全联农
带农益农机制，帮助农民做好产销衔接文
章，打造一批设施农业品牌。

河北省重点打造环京津冬季设施蔬菜
产区、冀中南春秋设施蔬菜产区、冀东深冬
温室蔬菜产区，建成环京津 1 小时叶菜、2
小时精细果菜和 3 小时特菜食用菌基地。
出台现代农业园区崛起行动方案、特色优
势产业集群推进方案、“十四五”冷链物流
发展实施方案和支持衡沧高品质蔬菜产业
示范区创建十条政策等一系列文件，支持
区域统筹整市整县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
展。到 2025年，河北省计划改造提升种植
业设施 100 万亩，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力争
达到 420万亩；奶牛场智慧化率达到 99%；
设施水产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42%。

河北省集中力量整县推进现代设施农
业，依托各地资源禀赋，着力打造精品蔬菜、
高端乳品、道地中药材等 15个优势特色产
业集群，规划实施蔬菜、中药材、奶业、精品
肉类和中央厨房五个千亿级工程，着力推动
现代设施农业集约化、特色化、精品化发展。

在云南，农产品流通领域已建设冷库
5750 余座，库容 1019 万余立方米，配备各
类型冷链运输车辆 2000余辆，初步形成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产地冷链集配中心、产地
冷链物流基地相互衔接的农产品产地冷链
物流服务体系。

强化政策支持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

建设设施农业可以带动多方面产业发
展，投资拉动效应强劲亦是扩大内需的重
要内容。各地应强化政策支持引导，通过
投资补助、贷款贴息、专项债券、设立基金
等多种方式加大投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
投资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主动协调相关部
门降低准入门槛。

山东省充分发挥设施农业起步较早的
优势，强化政策集成和示范带动，不断提升
设施农业建设水平。实施高效特色农业振
兴计划，2010年以来累计投入 160亿元，支
持蔬菜、果品、食用菌等设施条件提升。制
定“海上粮仓”“海洋牧场”规划，大力发展
工厂化和深远海装备养殖。

各地方不断创新金融保险产品服
务，发挥好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带动各类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完善大型企业
投资建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租赁经营，
企业领办、村民入股等多种合作共赢的
新型投资运营机制，推动发展设施农业
专用保险产品。

河北省统筹安排省级专项资金 8 亿
元，用于五个千亿级工程和衡沧高品质蔬
菜示范区建设，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整体提
升。统筹各级财政资金 5000 万元用于现
代设施农业建设贷款贴息奖补试点工作。
通过创新财政支持方式，联合社会资本，以
奖补方式在衡沧两市设立产业投资引导基
金10亿元，同时设立风险补偿金1亿元，撬
动金融资本 8亿-10亿元用于设施蔬菜产
业。联合金融机构，选派 509名“金融服务
专员”驻乡包村，开发“种植e贷”“奶业振兴
贷”等产品，发放现代设施农业贷款90.6亿
元。指导市县储备谋划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项目，支持鼓励符合条件的设施农业项
目打捆打包申请实施，今年1-5月，发行现
代设施农业项目债券24.3亿元。

近年来，各地方在金融带动和支持现代
设施农业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范例，
金融力量在实现乡村振兴征程中不可小觑。

江西省省级财政每年统筹 6 亿元，带
动各级财政投入超 40亿元，全力支持现代
设施农业发展，着力打造5个千亿级和2个
百亿级特色产业链。在重点领域争取政府
专项债扶持方面，加强专项债项目谋划，
2022年申请专项债项目 56个，发行 47.8亿
元。江西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有序投资，
宁都县以农投集团为主体投融资发展设施
蔬菜，累计融资近 20 亿元，建成设施蔬菜
基地240个，面积5.7万亩。

作为戈壁设施农业的代表，2017年以
来，甘肃省市县各级财政累计投入 35.7亿
元，通过政府补贴、贷款贴息、作价入股、发
行债券等多元融资模式，撬动各类社会资
本投入超过 200 亿元，为戈壁农业发展提
供了强大动能。

当前，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建设，需要政
府、科研、金融、市场等各方力量共同发力、同
题共答、同频共振、一体推进。要强化科技创
新驱动，集中力量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系统集成加快先进技术装备转化应用。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冯建
伟）6月 19日，农业农村部在海南省三亚市
召开全国深远海养殖工作会议。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马有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加快发展深远海养殖，是向
海洋要食物的重要途径、现代化海洋渔业建
设的重要方向、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举措、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2017年以
来，我国深远海养殖加速推进，目前养殖水
体达 4398万立方米，水产品年产量 39.3万
吨，比“十三五”初期分别增加3.3和2.4倍，
占海水鱼类养殖产量的两成以上。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树立大食物观的重要讲话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等 8部门《关
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各项
工作任务，全产业链全环节推动深远海养
殖高质量发展，增加优质水产品供给，引领
推动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要按照国
土空间规划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管控要
求，稳步拓展深远海空间。要推动加工流
通体系和品牌建设，建立联农带农益农机
制，积极发展深远海养殖社会化服务。要
规范养殖生产行为，研究制定网箱布设和
养殖生产相关标准，健全质量安全管控制
度。要深入实施水产种业振兴行动，加强
养殖技术和设施装备创新。要强化安全生
产，规范做好设施装备检验登记，压实生产

经营主体责任。要突出示范引领，积极开
展深远海养殖类型的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创建，实施水产绿色健
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大力发展深
远海养殖，建设现代海洋牧场，推动海洋渔
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

海南省副省长顾刚出席会议并致辞。
海南、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广东湛
江等地代表作交流发言。有关部委相关司
局负责人，沿海各省（区、市）及计划单列市
渔业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农业农村部与海南省人民
政府签订了共建海南渔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战略合作协议。

农业农村部部署深远海养殖工作

□□ 新华社记者 黄玥 高蕾 董博婷 张瑞杰

宏伟蓝图催人奋进，青春使命无上光荣。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19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到会祝贺，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词。

当天下午和晚上，出席团十九大的代
表进行了分组讨论。代表们表示，党中央
致词充分肯定了团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
作，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关
心关怀和对青年工作的高度重视，提出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为新时代中国青
年运动和青年工作指明前进方向。

时代造就青年，盛世成就青年。
“党中央致词回顾了过去五年和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成就，广大青年在其中既是见证
者、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奉献者。”中央团校
党委书记倪邦文表示，团十八大以来，广大
青年不断深化对“两个确立”的政治认同、思
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党对青年的凝
聚力、青年对党的向心力不断增强。

谈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冉
波表示，广大青年要从中深刻领会党的青年
工作的战略地位，体悟我们党用极大精力抓
青年工作的战略考量，增强做好新时代共青
团工作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光荣感。

致词提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理
想信念，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把牢青春航向。

北京大学团委书记户国栋表示，真理
引领方向，思想汇聚力量。青年要原原本
本学原文，原汁原味悟原理，掌握贯穿其中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让青春充满真理的力量。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担时代重任，在
国家发展实践中展现青春作为。

致词中“青年最具创新热情、最具创新
动力”的话语，鼓舞着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团委书记梁秋明。

“在C919大型客机研制历程中，青年
勇担使命，在科研一线冲锋，在行业前沿探
索，充分释放着创新热情和活力。”梁秋明
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大飞机事业一定要办
好”的殷切嘱托，勇当攀登科技巅峰的先
锋，为推进制造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致词指出，广大青年要“主动到实践中
去，到人民群众中去，到基层一线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让安徽省太和县
淙祥现代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旭
东心潮澎湃。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徐旭东表
示，作为一名青年农民，就是要把根深深扎
进家乡的泥土中，运用现代农业科技多种
粮、种好粮，带动广大农户增产增收，为端
牢中国饭碗贡献青春力量。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发扬斗争精神，在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中展现青春风貌。”武警
部队猎鹰突击队女子特战大队特战一队队
长崔婕对致词中的这句话印象深刻。

“受过的伤是青春的勋章，吃过的苦是
奋斗的印记。”崔婕表示，作为一名特战队
员，只有在斗争一线壮筋骨、长才干，才能无
愧于特战队员的“特”字，不辜负习主席“苦
练过硬本领，当好忠诚卫士”的殷殷嘱托。

作为一名奋战在救援前线的志愿服务
者，甘肃蓝天救援队队长於若飞对致词中
强调的“以青春的斗志担难担重担险”深有
感触。

“于危难中撑起‘蓝天’，是我们蓝天救
援队青年队员们的共同信念。我们要继续
沿着专业化、系统化的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道路不断迈进，在更多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展现青春担当、青春奉献。”於若飞说。

党中央致词提出，从现在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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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
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鲜明主题。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湖南省花垣县
双龙镇十八洞村团支部书记施康表示，无
数乡村天翻地覆的发展中都铭刻着青年奋
斗的印记，未来要继续弘扬永久奋斗的优
良传统，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事业中，
谱写乡村发展新篇章。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
在肩。”党中央的致词点燃了广大青年奋斗
创业的激情。

身处飞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土马（武
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戚继昀深切
感受到青年是主力、奋斗是特质。“新时代，
我们要以敢于超越前人、敢于引领时代、敢
于创造世界奇迹的豪迈干事创业，用实际
行动续写青年奋斗华章。”

致词指出，共青团“肩负着更好把青年
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实现党
的中心任务而奋斗的历史使命”，团干部

“肩负着为党争取青年人心、汇聚青年力量
的重要职责”。

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潘孝楠说，高校团组
织应当聚焦主责主业，致力于培养能接得住
历史接力棒、能撑得起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能在惊涛骇浪中不动摇的“强国一代”。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党中
央致词对新时代中国青年寄予厚望。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生刘羲檬说，当代
青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摒
弃骄娇二气，挺膺担当、奋力冲刺，在新征
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这一棒。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奋进复兴征程 书写青春新篇
——共青团十九大代表分组讨论党中央致词

□□ 新华社记者 王子铭 孙少龙 张研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指明“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产生“深刻
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
文化生命体：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
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道出了“两
个结合”的运动规律和成果形态，为新时代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法、
路径和目标。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

2020 年 9 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岳麓书院。望向讲堂上高悬的

“实事求是”匾额，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
“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真理本土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
成为中国的”的过程。当科学理论植根中
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树愈发根深叶茂，牢牢扎根在中国大地。

马克思主义这一肇始自西方的学说自
传入之初，便与中华文明产生了共振。

回望百年前，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
明蒙尘。救亡图存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找
到了马克思主义，让那些“以前没有听说
过”的道理，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开辟出
一片新天地。

对古老的中华文明而言，缘何发轫于
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东方热土展现光
明前景？

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
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
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
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
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
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这看似是思想的偶遇，实际上却是文
化的融通、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
不断生根发芽、实现理论飞跃。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后首次
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杨家岭
中共七大会址，瞻仰革命旧址，感悟历史的
启迪。

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
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为我们
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开辟了正确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重大论断。他指出，“马克思主义
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

只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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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
和旺盛活力。

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
国共产党这个“行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既
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更强大、更
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法兰克福、伦敦、纽约等各大国际书展
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深受读者青睐，成
为当之无愧的精品图书。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这本书为了
解一位领袖、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
明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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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
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人民至上”，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民本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

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吸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的民族史
观，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闪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一家”的智慧，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神特质的融会贯通，充盈着浓郁
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
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
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
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
因，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
相协调。

这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发展——
2019年 8月，初秋的河西走廊，祁连雪

山和沙漠绿洲相映成辉。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第一站来到

敦煌莫高窟，察看历史悠久的彩塑、壁画，
了解历史沿革和文物保护研究情况，强调

“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的支持和扶持”。

从重视敦煌文化、良渚遗址保护到推
动中国国家版本馆等文化殿堂相继落成，
从关注传统街区、古建筑保护到推动大运
河文化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以护文明之
火种、传永续之文脉的崇高使命感，身体力
行推动中华文化保护传承。

从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到强调
“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鲜明确立中国气派、
中国风范”，再到要求“加强城乡建设中历
史文化保护传承”，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
传承保护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推动文脉传承历久弥新。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收
藏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广阔大地上的
文化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中国文字活了
起来，中华文化日益彰显出穿越时空的深
邃智慧和永恒价值。

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拓
创新——

时间回到十年多前，彼时的中国，虽已
高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长期高速
增长过程中积累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不断
积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

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问题之多、领域
之广、矛盾之深，前所未有，靠几项改革举
措零敲碎打已行不通。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
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把古
老的智慧诠释出新的时代内涵。

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目标，波澜壮阔的全面深改背后，正是

“谋全局者”的胸怀与眼界。
进入新时代，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与智
慧，为治国理政提供丰富滋养：

汲取“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传
统，全党上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车马
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秉持“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的
清醒，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图谱，
筑牢长治久安的制度根基；

立足“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战略视
野，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国防
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

……
新故相因，一脉相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焕发勃勃生机。
这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不竭精神

动力——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
中华文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

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泉所在、根脉所系。

立文化之根，铸精神之魂，吸吮着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滋养，中国人民的精神世
界愈发充盈。

阔步新时代，亿万中华儿女赓续深入骨
髓的精神血脉，汇聚起深厚蓬勃的中国力量，
以无比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昂首奋进。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
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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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中
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回望来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每一
步开拓，都闪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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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
起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融入中国
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铸就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形态。

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践中，传
递着“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人文思想；

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不懈追求中，
可见“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的治理理念；

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统
筹谋划中，展现出“独阴不成，独阳不生”的
辩证思维；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扎实行动
中，体现“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发展
理念；

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抉择中，
读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社会理想。

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肥沃
土壤，为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
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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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
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广阔图景。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发出时代强音。

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
展方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
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3月 15日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的
责任”为主题，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在北京举行，全球 150多个国家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齐聚“云
端”，共同参会。

高朋满座，源自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的
吸引力，也源自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全新的
人类文明形态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
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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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了
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
主观、生态观，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
式的新图景。

今天，带着坚定的历史主动和广阔的
全球视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
发展描绘出文明新篇章，万千气象展现在
新时代的宏阔舞台上。

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文明立世，文化
兴邦。

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
“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
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三

近
年
来
，云
南
省
文
山
州
文
山
市
借
力
农
行
金
融
支
持
，积
极
开
展
土
地

整
治
工
作
，扛
牢
粮
食
安
全
责
任
。
目
前
，该
市
已
完
成
旱
地
提
质
改
造
近
一

万
五
千
亩
，并
全
部
投
入
水
稻
生
产
，预
计
水
稻
总
产
量
将
增
加
至
六
百
万
公

斤
，当
季
产
值
将
增
加
至
两
千
万
元
。
图
为
改
造
后
的
田
地
里
水
稻
秧
苗
已
郁

郁
葱
葱
。

王
虹
萩

农
民
日
报·
中
国
农
网
记
者

郜
晋
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