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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为马克思主义

建党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党要领导人民推进
伟大社会革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发扬
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
不能动摇、要求不能降低、力度不能减弱。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和重大部署，在整体推进党的各项建设
的同时，重点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确保我们
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
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
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是
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我们要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
理，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要紧
密联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尊重人民群众
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作出新概括、获得新认
识、形成新成果。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现实
问题、全局性战略问题、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难点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新理念、新思路、
新办法。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21世纪马克
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续写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要学好用好《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坚持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原原本本学，熟
读精思、学深悟透，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要
加大经典著作编译力度，坚持既出成果又出人
才，培养一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
骨干队伍。要深化经典著作研究阐释，推进经典
著作宣传普及，让理论为亿万人民所了解所接
受，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圆。

核心技术是国
之重器，是信息化
发展的基石。

在全国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把握信息化发展大
势，着眼网络强国建设大局，对推动信息领域
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引领作用等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在信息
领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新一轮
发展制高点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
慢进亦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紧紧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
遇，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
措，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取得积极进展，网
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息化服务得到普及。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核心技术尚未
取得根本性突破，信息化发展受到制约。加快
突破核心技术，着力建设数字中国，才能更好
发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构筑我国国际
竞争新优势。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必须走自主创新之
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我们
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
的隐患。不掌握核心技术，我们就会被卡脖
子、牵鼻子，不得不看别人脸色行事。而真正
的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市场换不到的。
我们必须争这口气，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
准重心，增强抓核心技术突破的紧迫感和使
命感。当然，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关
起门来研发、一切从头开始，而是要分清哪些
技术可以搞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哪些必
须靠自主研发、自主发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的相关战略部署，遵循技术发展规律，咬定青
山不放松，我们就能不断攻克难关，推动自主
创新加快实现突破。

技术是关键，信息是灵魂。信息化不仅是

一个地区发展的引
擎、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支柱，更是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
化“四化”同步发展
的加速器、催化剂；

不仅是经济发展须臾不可离的“血液”，更是
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具。党的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目的正是要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
用。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我们既要以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也要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治理模式变革，让
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增强人民群众在信
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突破核心技
术，建设数字中国，让信息化成为发展的引
擎，我们就一定能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
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人民日报4
月25日评论员文章）

突破核心技术 建设数字中国
——四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黄小希 程
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日发表《2017年美国
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对
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进行揭露。

人权纪录分为导言、公民权利遭受严重侵
犯、系统性种族歧视加剧社会撕裂、美式民主
存在严重弊端、贫富分化现象持续恶化、特定
群体遭受歧视和人身侵犯、继续粗暴侵犯他国
人权等部分，约1万字。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共
计9000余字。

人权纪录说，当地时间4月20日，美国国务
院发布《2017年国别人权报告》，继续扮演“人权

卫士”，以道德裁判官自居，对他国国内事务和人
权状况横加指责，妄言谬评，似乎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美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完美的。回顾2017年，
稍有正义感的人们都会发现，美国自身的人权
纪录依旧劣迹斑斑，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

人权纪录举例说，2017年10月1日晚，拉斯
维加斯发生美国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枪击案，造
成近60人死亡、800余人受伤。2017年8月，一些
白人至上主义者聚集夏洛茨维尔市，高呼纳粹口
号，举行被称为“几十年来最大的仇恨聚会”。

人权纪录称，美国全国免罪记录中心2017
年3月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非洲裔美国

人被误判谋杀罪的可能性比白人高7倍，被误
判毒品犯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 倍。针对同
样罪行，非洲裔男性罪犯的刑期比白人男性罪
犯平均高19.1%。

关于贫困，人权纪录说，据英国《卫报》网
站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网站 2017 年 12 月报
道，美国有5230万人生活在“经济贫困社区”，
约 1850 万人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英国广播公
司网站2017年12月11日报道，美国有1330万
贫困儿童，占儿童总人口的18%；美国城市研
究所的数据显示，美国有近900万儿童在持续
贫困的家庭中成长，占儿童总人口的11.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2017201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72017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记》》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李忠发 孙
奕）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24日在外交部举行媒体
吹风会，介绍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有关情况。

孔铉佑说，经中印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
同莫迪总理将于4月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
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及国际社会对此予
以高度关注，反应积极。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
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是
仅有的两个 10 亿以上人口级别的大国。在当
前世界格局正经历深刻演变，世界多极化、经
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
和平发展大势更加强劲的背景下，中印作为推
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也是
促进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支
柱，双边关系的战略和全球意义更加突出。

孔铉佑表示，当前，中印都处在加速发展

的重要阶段，拥有相似的国情，胸怀相似的梦
想。两大文明古国都焕发出勃勃生机，展现出
光明灿烂的远大前景。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
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保持发展势头，机制性
交往陆续开展，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同时，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两国各自的发展，中印
关系既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面临着进一步
提升的机遇。

孔铉佑介绍，此次非正式会晤选在武汉，不
仅因为武汉是中国中部第一大城市，拥有深厚
历史底蕴，与印度地方邦交往日益密切，经贸合
作不断扩大。同时，莫迪总理到访过北京、广州、
西安、杭州、厦门等中国城市，可谓东南西北都到
过，但未到访过中部。相信武汉之行将成为莫迪
总理的全新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孔铉佑强调，此次非正式会晤期间，两国

领导人将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围绕当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
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战略性问题深
入交换意见，必将加深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
为中印关系发展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引
领中印合作开创新局面。这不仅将造福两国和
两国人民，也将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
重要积极影响。

孔铉佑表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双方
有关部门围绕筹备此次会晤密集互动，共同推
动中印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可以说，非正式
会晤对中印关系的引领拉动作用已经显现。双
方一致同意，会晤以后，要以落实领导人非正式
会晤重要共识为主线，保持高层交往和机制性
交流，深化双边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加强多边
协调，推动两国关系在新起点上更好更快发展。

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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