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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1日电 中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
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
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两卷外交演讲集，收入习近平同
志2013年 3月至 2021年 11月期间在
国际场合的演讲、讲话、致辞、发言等
136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
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我国外交在世

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
化危为机，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显著提升。习近平同志作
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站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以大国
领袖的全球视野和使命担当，密集开
展元首外交，在一系列国际场合发表演
讲、讲话等，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
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发展进步
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增进了国
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理解支持，凝聚
了各国对华合作的广泛共识，为新时
代中国同各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战略

引领。这些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是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于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
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
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
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
人类共同价值，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新局面，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
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
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一个热爱中华大地的人，他一定会爱她的
每一条溪流，每一寸土地，每一页光辉的历史。”

这是习近平同志30多年前在河北正定工
作时的一段深情告白。

多年以后，领航“中国号”巨轮乘风破
浪，习近平总书记自豪地宣示：“中华民族在
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仰望华夏文明的历史天空，淬炼中华文化
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总书记以无比
坚定的文化自信，带领中国人民阔步行进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

▶▶▶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
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2003年 7月，时任浙江杭州余杭区委书
记何关新接到通知：省委书记习近平要来良渚
遗址调研。

在良渚博物馆一个小会议室里，习近平看
了良渚文化保护纪录片，听了情况汇报。

此时的良渚，处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中。
遗址区分布着 30余家石矿，噪音大、粉尘
浓。当地群众戏称家中桌椅半天不擦即可写字
作画，考古学家痛心疾首地批评这一地区“炮
声隆隆如战场”。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
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
护好！”习近平斩钉截铁。

良渚从“炮声”中回归宁静，青山从此还
绿色。

2016年，四位考古学家致信习近平总书
记，希望促成良渚遗址早日“申遗”。总书记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强古代遗址的有效
保护，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不断加深
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3年后，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
录》，这一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最直接、
最有力的证据，从此受到国际社会更为广泛的
关注。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

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
种历史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以坚定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引领中国人民迈
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2013年11月，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看到
《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拿起
来：“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2014年9月2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

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的学者惊讶地发现，大会迎来了一
位特殊的参会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习近平引用《论语》的开
篇语，作为欢迎各国嘉宾的开场白。

2021年3月，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朱
熹园。

“一路往里走，到最里面一间屋舍，看到墙上印有‘国以民
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总书记驻足凝视，他在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时引用过这句话。”回想起这一幕，福建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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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往知来，总书记思考深刻：“我们要特别
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
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高度，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走自己的路”
因而有了强大底气。

这份自信，源于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

珠。“敦煌女儿”樊锦诗，忘不了习近平总书
记同她的第一次握手。

2013年4月，樊锦诗到北京参加全国劳
动模范代表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她跟
前，微笑着说：“你是研究敦煌学的。”

“一个国家多少人多少事，总书记却知道
我是研究敦煌学的，真令人感佩不已。”樊锦
诗至今难忘。

从北京到敦煌，习近平总书记同樊锦诗5
次握手，手相握、心相连，关怀激励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

“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
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这份自信，源于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
2019年11月，雅典卫城博物馆。正在希腊

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
在“克里提奥斯少年”雕像前，他停下

脚步。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他再次驻足。

“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习近平
同身旁的希腊总统讲起“止戈为武”的中国典
故，总统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在习近平总书
记眼中，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
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植根中华文明厚
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坦荡壮阔。

▶▶▶ “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
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

历经2800余年岁月淘洗的平遥古城，在2022年春节前
夕迎来了一位贵客。

在迎薰门下车，习近平总书记步行入城，感受平遥古城的
历史点滴。登上城墙俯瞰全貌、在平遥县署了解古城历史沿
革……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就在此前一个多月，部署新一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三个“敬畏”告诫与会同
志：“领导干部提高领导经济工作能力不是只懂一点经济学
知识、科学知识就够了，还必须学习历史知识、厚植文化底
蕴、强化生态观念”。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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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5月 11日电 第五
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11日在杭
州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
政协主席汪洋向论坛组委会发贺信，
代表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论
坛举办表示祝贺。

汪洋指出，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
坛是两岸青年交往交流交心的重要平
台，在主办方以及两岸青年朋友共同
培育和热情参与下，论坛克服各种不
利影响和人为干扰，已连续举办五届，
受关注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充分彰
显了两岸同胞强烈的交流合作意愿。

汪洋强调，要安宁、要发展、要
过好日子，是台湾同胞的共同心声，

创造美好生活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
本届论坛以“携手共创美好生活”为主
题，契合两岸同胞共同愿望和中华民族
根本利益。祖国大陆已胜利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正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必将为两岸同胞特
别是两岸青年携手打拼、砥砺奋进提供
广阔空间。我们热诚欢迎更多台湾青年
来大陆追求青春梦想、创造美好生活，
愿意为大家参与两岸交流合作创造更好
条件。期待两岸青年与时代同步伐、与
民族共命运，共同奏响激扬的青春乐
章，书写无悔的奋斗篇章，创造精彩的
人生华章。

汪洋指出，当前台海形势不确定不

稳定性增多，“台独”分裂是两岸同胞
携手共创美好生活的最大现实威胁，但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不可阻
挡，两岸同胞共创美好生活的铿锵步伐
不可阻挡。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肩负着担当民族大义、投身民族复兴的
时代重任。希望广大台湾青年观大局、
察大势、守大义，坚定不移反对“台
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挺身维护自
身利益福祉、勇于追求美好生活，为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
业和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
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应邀出席论坛。
两岸青年代表等约450人参加论坛。

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杭州举办
汪洋致信祝贺

本报讯（记者 路强）近日，陕西
省政协接连召开两场座谈会，就推动解
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进行座谈
交流。值得关注的是，出席前一次座谈
会并发言的是6位刚卸任的市政协主
席；而出席后一次座谈会的是9位新任
市政协主席。

“市县政协开门就是群众，出门就
是基层，处于‘一线中的一线’。‘两个
薄弱’是制约市县政协提升工作质量的

瓶颈，也是影响其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
用的短板。”座谈会上，市县政协机构
编制不足、干部队伍年龄偏大、机构设
置不尽合理、人员编制普遍紧缺、干部
交流机制待完善、教育培训活动较少等
问题，是主席们反映的普遍现象。

记者获悉，近年来，陕西各市政协
认真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为推
动解决“两个薄弱”问题形成了一些好
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健全党的

组织、优化机构编制、充实工作力量的
同时，还不断以工作创新推动履职能力
提升。

渭南市政协原主席陈俊哲介绍说，
全市各级政协共同开展了“各项工作全
市创优秀、履职工作全省争先进、特色工
作全国出亮点”工作，促进100项“创争
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推动政协工作从
注重“做了什么”“做了多少”向“做出了
什么效果”的根本转变。

延安市政协原主席薛海涛说，市政协
建立健全“双周协商座谈会”制度，上一届
市政协期间共召开协商座谈会82次，累
计协商形成1300多条意见建议。双周协
商已成为市政协履职的重要品牌。

汉中市政协原主席严维佳透露，市
政协改进调研形式，联合党派团体、联
动县区政协对重大履职课题开展调研，
采取“1+N”的方式组建多个小组，细
化分解任务开展“小分队”式调研，专
业性课题提前邀请专家学者辅导并共同
参加调研，以“布置作业”的方式引导
委员带着问题调研，吸收社会智库参与
政协调研，不断把调查研究这一基础性
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市政协不断在提高协商质量上下
功夫。”安康市政协原主席陈勇表示，
市政协不断改进调查研究和协商的方式
方法，制定出台了协商议政质量评价体
系和工作办法，（下转2版）

陕西省政协推动解决市县政协“两个薄弱”问题

找准“定盘星”打好“组合拳”

新华社北京5月 11日电 （记者
申铖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11日发
布数据，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上涨2.1%，环比上
涨0.4%。1至4月平均，CPI比上年
同期上涨1.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表示，4月份，受国内疫情及国
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等因素影
响，CPI温和上涨。

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1.9%。食品中，猪肉价
格下降33.3%，降幅比上月收窄8.1
个百分点；鲜菜、鲜果、鸡蛋和薯类
价格分别上涨24%、14.1%、13.3%

和11.8%，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
4 月份，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2.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汽
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9.0%、31.7%和 26.9%；住房保养维
修及管理、教育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3.1%和2.6%。

据测算，4月份，扣除食品和能源
价格的核心CPI稳中有降，同比上涨
0.9%，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4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
百分点；同比上涨8%，涨幅比上月回
落0.3个百分点。

4月份CPI同比上涨2.1%

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回头看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回头看

◀ 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日白拉新村
的村民在播种土豆（5月10日摄）。西藏定
日县扎西宗乡海拔约4200米，是距离珠峰
最近的行政乡。由于海拔高、温度低，扎
西宗乡直到5月才拉开春耕的序幕。

这里的春天，是白马用脚踩出来
的。扎嘎曲畔，藏族汉子驭白马拉铁犁，
用翻腾的土唤醒沉睡的地。妇女追着马
尾巴，将发芽的土豆扔进田里。仰仗土
地生活的农人，光阴会消融在手上的泥
巴里。从春到秋，播种的手将回到土地，
收获高原的馈赠。

新华社记者 孙非 摄
高原晚春耕高原晚春耕

本报讯（记者 朱婷）财政部近日
下达义务教育相关转移支付资金
2125亿元（不含教师工资），引导和支
持地方落实“双减”政策，提高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水平。

其中，安排1391亿元，支持地方巩
固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国
家规定课程循环教科书更新配给比率。
安排300亿元，支持地方深入推进薄弱
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持续改善农

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有序扩大城镇学位
供给，提升学校办学能力等。安排262亿
元，支持地方实施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落
实每生每天5元的营养膳食补助标准，持
续改善欠发达地区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此外，继续实施“特岗计划”“国培计
划”、银龄讲学计划、乡村教师生活补助
等政策，支持农村学校多渠道补充优秀
师资，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提升教师教学
能力水平。

下达2125亿元！

国家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两个历史镜头跨越百年。长河一瞬
间，恰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铭记，恰是时代
变迁的缩影。

一个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百年前的
5月5日，地处珠江畔的广州东园，简
陋的竹棚下，一群有志青年风尘仆仆赶
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一天宣告
成立。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这在中
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

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时代。2022年5
月10日，在青葱校园、在肥沃田野、在轰
鸣工厂、在边疆海岛，在驰骋才干的广阔
天地，亿万青年专注倾听从北京人民大

会堂传出、传遍了万水千山的声音：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就
是要激励广大团员青年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

百年征程、百年跋涉。一脉相承的，
是一代代青年对国家的爱始终炽热，是
推动时代前行的青春脚步坚定而执着。
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千百年来，青春的力量，青春的涌动，青
春的创造，始终是推动中华民族勇毅前
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磅礴力量！”

历史与未来、时代与命运、民族复兴
与青年担当，一篇重要讲话纵贯古今，

习近平总书记娓娓道来。

■ 时代之问，以青春作答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年轻讲解员
孙宗珊，倾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述，往事
如潮。

那是2017年10月的一次考察。在
“南陈北李”雕塑前，在平均年龄28岁的
代表群像前，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
文全译本前……总书记凝视、思索。

正是有志青年舍生忘死的一声声
呐喊，推动暮霭沉沉的中国步入“觉
醒年代”。（下转2版）

“把光荣镌刻在历史行进的史册里”
——记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徐隽 邝西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