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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历史的进程有多么波澜壮阔，产生的
影响就有多么广阔深远。

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
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
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
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实现改革由局
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
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新局面。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跃升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
中华民族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
了决定性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铸
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
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
神标识！

思想的解放，释放改变中国的伟力

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
面雕塑，令人震撼——18 位农民围着桌
子，准备在一张褶皱的薄纸片上依次按
下红手印。

这是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
民签订“大包干”契约，将土地承包到户的
情景。小岗村村民冒着风险，在包干合同
书上按下手印。四川、甘肃、云南、广东等
省份的一些地方也放宽政策，采取了类似
做法。这些大胆尝试，揭开了农村经济改
革的序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
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开
启了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

思想桎梏被冲破，发展动力空前释
放——

伴随着“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是“三
天建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全国第一张个体
工商营业执照、第一个专业市场，“温州模
式”成为令人振奋的活力样本；从阡陌农田
到全球金融机构的汇聚地，浦东开发开放
成就了举世瞩目的城市地标……条条框框
被打破，新的事物纷纷涌现。改革开放，汇
聚起改变中国的力量。

“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我
第二次生命。”小岗村，当年亲手起草“生死
契”的严宏昌这样回忆。

“有人问：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我
回答：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开始的。”时任蛇
口工业区负责人袁庚生前曾这样说。

从风起小岗村到春雷动浦江，从潮起
海之南到雄安千年计，思想解放激活了人
民的精神伟力，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
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一次次跨越。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不会有改革的
大突破。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
“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从敢于“大包干”
到敢砸“大锅饭”，从“摸着石头过河”“杀出
一条血路”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
滩”……我们党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以
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的束
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许多领域实
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也将解放
思想、锐意进取注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血脉之中。

强大精神力量，激发亿万人民砥砺奋进

让我们从一组数据，感受光阴的故
事——

1978年，我国的经济总量仅占全球的
1.8%；如今，我国经济总量超 100 万亿元，
占全球经济比重超过17%；

1978年，中国人均GDP为385元人民
币；如今，人均GDP跨过1万美元大关，步
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

1978年，贫穷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面
对的难题；如今，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
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短缺到充裕，正是
改革开放这场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正是凭借改革
开放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谱写了不懈奋
斗的恢宏诗篇。

这股强大精神力量，始终激励着亿万
人民砥砺奋进——

“完成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
超额每车奖 4 分”，从“4 分钱”起步，深圳
蛇口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实行定额超产
奖励制度，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精神创造
深圳奇迹；

改革开放初期，顶着巨大压力，浙江义
乌县委决定开放小商品市场。“四个允许”
破除了束缚，创业热情喷涌而出，义乌“世
界超市”的成长史正是开拓创新、锐意变革
的写照；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汽车

产业紧跟时代、与时俱进，研发、配套、创新
等能力不断跃升，一批自主品牌快速成长，
实现产销全球第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沿海到内陆，自由
贸易实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从“一
带一路”建设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
扩大开放的每一个瞬间，都书写着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故事……

奋发有为，把党和国家事业推向前进

四明山脚下，梁弄大溪畔。浙江余姚
梁弄镇横坎头村，白墙黛瓦的民居坐落在
柏油路旁。

“现在，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横坎
头村“百丈农家”农家乐老板黄彭勋忙着招
呼前来用餐的游客。

凭借红色资源和良好的自然环境，横
坎头村壮大特色农业，成了远近闻名的小
康村。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接力展开，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迈出探索步伐。

时代大潮激荡，每一天都是新的起点。
改革开放精神——这个 40 多年来中

华民族奋起腾飞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改
革开放再出发的强大精神激励。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国
际国内形势，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党和
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文明建设被纳
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的是守护好生
态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完善科技
成果评价机制、加快简政放权……广大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
被激发；

聚焦医改、推动教育公平、落实就业优
先……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
党推动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

步稳、纵深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用“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及时有效应
对风险挑战，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
度和深度进军。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
在改革开放精神指引下，继续以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的坚毅和勇气，将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开拓更
加广阔的天地！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伟大觉醒、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12 月 13 日是第八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
凄厉的警报声将再一次作为整个
国家的背景音长鸣。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逝者已
矣，生者奋进！

在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
同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告慰逝
者，更警醒国人，历史悲剧决不能
重演，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镜鉴，国弱民必遭欺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负一层展厅内，有一
整面墙挂满了幸存者的照片。每
位在世在册幸存者的照片后，都
有一盏灯照亮，当幸存者离世后，
灯光就会熄灭。

2021年，又有11张“面孔”由
明转暗：杨翠英、蔡丽华、李如富、
陈文英、戚振安、金同和、马继武、
徐家庆、黄刘氏、傅兆增、马秀英
……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
61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

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前
方，还有另一面墙——南京大屠
杀遇难者名单墙。1995 年初设
时，刻有 3000 个遇难者的姓名，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名单墙艰难
延长，迄今已有10665个名字。

常有参观者问，为什么只能找到一万多个姓名？
这也一直是史学研究者们的心结。《遇难同胞名录》的
主要编纂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告诉记者：“因搜集
范围有限、档案保存不力、不少家庭惨遭灭门无人申
报等，随着时间流逝，战后对遇难同胞的调查如同大
海捞针。”

国盛则民强，国弱则民孱。84 年过去，经历从覆
灭到重生的人们，用鲜活的人生际遇彰显家国同心
的力量。

南京沦陷时，幸存者程福保的父亲程长河携家带
口出城逃难，惨遭日军杀害，留下孤儿寡母艰难生存。
1949年南京解放后，程福保迎来人生转折，光荣地成
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如今，安享晚年的老人感慨地说：

“家和国永远连在一起，无国哪有家啊。”

和平，命运与共的担当

952件（套）！这是一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新征集的文物数量。其中，侵华日军步兵
第三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的《阵中日志》、步兵第三十
三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等孤本尤为珍贵。

捐赠者是来自日本爱知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先
生，2005年以来，他代为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
史料已超过3000件。

“这批战斗详报都是日军当时、当天记录的日志，
史料价值很高。”大东仁说，每次遇到大喊“没有南京大
屠杀”的右翼分子，他总会心平气和地拿出史料，“不逃
避、不争吵，靠证据说话”。

最近，纪念馆耗费一年多时间完成了一项“大工
程”，将2019年至2021年间积累下的221939条纸质留
言进行电子化和数据分析，结果出人意料——“和平”
一词出现频率远高于“仇恨”。

这22万多条留言中，表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的留言高达6.7万多条。其中还包含了1564份境外参
观者留言，他们频繁使用“感同身受”等词汇，表达“反
对战争”，祈愿“人类和平”。

“以国之名祭奠死难者的目的不是要延续仇恨，
而是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纪
念馆馆长张建军说，经历苦难的南京，有更大的责任
去倡导和平。

奋进，实干方能兴邦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半，江东门的钟声
总是准时响起。每天首批入场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
和平大钟13声，寓意牢记12月13日，勿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进入12月，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结合《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日上午，来自江苏、
重庆、云南等8省市的30多所小学的学生们，还将通过
网络云课堂共上一堂主题班会课，一同诵读《和平宣
言》，一同看国家公祭仪式。

84年前，仅长江边的燕子矶一处就有约5万人被
屠杀，如今战争硝烟远去，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
在寒风中静静伫立。11日上午，“不可忘却的记忆——
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寻访行动在此地举行。

一边看着燕子矶的江景，一边诵读《南京大屠杀
史》的相关节选，历史与现实在眼前交错。一位参加活
动的南京工程学院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任人宰
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重温昨日的历史耻辱，是为了汲取今日奋进的动
力。“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更能深刻理解国家
强大对于普通百姓的重要意义。”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
长朱成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已经
从黑暗走向光明，中华民族也必将走向伟大复兴。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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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业多能 共同推进产业发展优势

商贸富镇、产业兴镇、宜居旺镇、旅游活
镇，是金石桥镇一直以来坚持的发展理念。

该镇立足区位优势、交通优势与资源禀
赋，推进“三园三中心（创业产业园、农业休
闲观光园、特色农产品示范园和商贸物流中
心、温泉康养中心和文旅服务中心）”建设。

该镇立足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木材、南竹等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优质
稻、魔芋、茶叶、油菜等富硒食品深加工特色
农业产业；组建了石苗优质稻种植、晟诚生
态农业等 20 多个专业合作社；建立以优质
稻、猕猴桃、杨梅、龙牙百合、魔芋、金银花、
蔬菜等富硒农产品为依托的10余个特色农
业产业化基地。2020年被评为全市粮食生
产工作先进单位。

目前，金石桥镇的工业发展欣欣向荣，
湖南和亚金石桥分厂、金石桥玩具厂、一家
一墅等企业的外贸订单纷至沓来，邵阳捷诚
和绿缘中药材种植加工基地的生产旺盛，金
石桥雪峰山猕猴桃酒厂的酿酒车间芳香四
溢……

2020 年，全镇实现工业总产值 3.6 亿
元。十三五期间主要经济指标连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位居隆回县前列，成为了隆回北
面区域经济腾飞的“发动机”“领头雁”。

共治共享 多向发力释放发展活力

“目前，全镇共有中小学校26所，医院、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2家，参照星级
标准建设的酒店宾馆 20 余家……”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廖勇说，金石桥镇 3 分钟邻里
生活圈、10分钟中心生活圈、20分钟镇村生
活圈的格局正在形成。

在建设宜居小镇的同时，金石桥镇更注
重让城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该镇每月定期举行道德评议会，推选
正、负典型，弘扬社会道德文明，鞭笞社会丑
陋；全镇注册新时文明实践志愿者 8000 余
人，“红马甲”成为城乡靓丽风景线；群众自
发组建了文化艺术团、旗袍协会、手鼓队、龙
灯队、腰鼓队、舞蹈队等40多个社团。

今年 10 月，该镇成立了卫生监督委员
会，选聘近百名热心公益事业的党员干部、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等担任义务卫生
监督员，定期对城乡环境卫生进行文明劝
导、宣传督查、落实整改，促进城乡人居环境
和镇容镇貌焕然一新。

“有了群众的共治，现在我们镇的社会
治安更好了。”金桥社区居民李康红说。据
介绍，在前不久的社情民意调查中，该镇名
列隆回县第一，全市第十名。

这是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2021年9月8日摄，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