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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活在巴基斯坦港口城市卡拉奇的
外科医生阿里·海德尔可以安心为患者做完一
台手术，不用再担心中途停电。

如今，越南姑娘武氏菊正在加紧演练，为早
日成为合格的第一代越南轻轨运营工作者默默
努力。

如今，生活在黑山共和国群山中的老人彼
得罗维奇，见证黑山第一条高速公路一天天修
建而成，对未来的生活满怀憧憬……

这些触手可及的变化，让他们记住了一个
名字——中国。因为是中国修建的电厂让卡拉
奇的医院告别了停电的历史，是中国开展的培
训为越南第一代轻轨人带来了必需的知识，是
中国施工的道路让黑山的群山叠嶂变成大道通
途。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当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给人类带来严峻挑战，治病除弊的中国理念，
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兼济天下的中
国行动，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携手各国
迈向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

坚守公心，中国智慧启迪全球未来

环顾当今世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浪潮此
起彼伏，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气候变暖、恐怖袭
击频发等问题交织难解，全球治理秩序亟待改
革完善……乱象之中，“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
办？”的时代之问依然发人深省。

面对全球发展的“四大赤字”，中国提出破解
难题的“四个坚持”：坚持公正合理，坚持互商互
谅，坚持同舟共济，坚持互利共赢，共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一方案，根植于“世界大同”“和合共
生”的中华传统文化，展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
中国担当，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类指明了方向。

从新型大国关系、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正
确义利观，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多
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
涵令人耳目一新。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将其称
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以整体意识、全球思
维、人类情怀审视世界。

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摒弃
零和博弈的陈旧思维，展现了超越意识形态和
地缘政治的中国智慧。从“历史终结论”“文明冲
突论”，渲染颇多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到“中
国威胁论”，对抗冲突的思维怪圈令世界深受其
害，让人们对中国方案更加充满期待。正如英国
剑桥大学马丁·雅克教授所说：“中国提供了一
种‘新的可能’，这就是摒弃丛林法则、不搞强权
独霸、超越零和博弈，开辟一条合作共赢、共建

共享的文明发展新道路。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
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创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世界和人类作出的
贡献不仅在于创造了多少物质，还在于提出了
什么理念。”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日前在访华
时如是说。在他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
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
相关决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兼善天
下、崇尚和合的中国智慧，因直面时代挑战，体
察世界巨变，直击人们对和平发展的期盼，展现
出强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践行公道，中国行动增益世界福祉

知行合一，坐言起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
是引领人类发展的远大理想，更是脚踏实地的
扎实行动。

中国敞开胸怀与世界分享机遇。从智利的
大樱桃到马来西亚的白咖啡，大量外国特色产
品涌入中国市场，中国消费红利令世界受益；为
扩大进口，中国去年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吸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

采购；开放的氛围、涌动的商机，吸引越来越多
的外企用脚 “投票”。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8 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 6 万家，
同比增长近70%。

中国真心实意助推全球发展。随着“一带一
路”建设持续推进，沿线国家正在收获累累硕
果。高山和大海为证，从马尔代夫到斯里兰卡，
中国带来的基建“零突破”把人们代代传承的梦
想变成现实；碧水和蓝天见证，从老挝到哈萨克
斯坦，中国实施的绿色环保项目既守护盎然春
色，又点亮光明未来；喜悦和繁华见证，从孟加
拉国到塞尔维亚再到希腊、埃及，中国推动的合
作项目为当地百姓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

中国坚定履行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加入世
贸组织以来，中国在货物降税、服务贸易开放、
进口配额等非关税措施等方面全面履约，不仅
如此，中国用行动诠释深化开放的诚意，从推动
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业全方位对外开放，到
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中国开
放的大门越打越开。

计利当计天下利。践行公道的中国行动，让
世人切实感受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力量，体会到携

手合作谋求共赢的裨益。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总干事迈克尔·穆勒看来，中国在加强国际社会
团结协作、实现发展目标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世界上落地生根”。

秉持公理，中国风范赢得世界人心

德不孤，必有邻。日前，意大利、卢森堡、秘
鲁等多个国家正式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在
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规模超过首届，中外企业在论坛期间签署合
作协议的总金额达到640多亿美元……合作共
赢的中国理念，吸引越来越多国家携手前行。

与此同时，中国促合作、谋共赢的形象也在
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德国商业银行日前开展
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德国中小企业认为，如今
中国是比美国或英国更可信的贸易伙伴。智利
一家权威民调机构不久前进行的民调表明，超
过四分之三的智利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给予
积极正面评价。智利《信使报》说，这一民调结果
说明，中国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得到民众普遍认可。

然而，在一些奉行霸权、唯我独尊的国家眼
中，中国的进步不仅不是好事，反而对自身发展
构成了威胁。为了维护霸主地位，美国不惜挥舞

“关税大棒”、实施科技霸凌、挑动对立冲突。
面对美方的蛮横打压，中国立场鲜明：美方

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实现不合理的利益索求，根
本行不通，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同
时，中国将继续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如既往地欢迎各国企业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大事难事见担当，顺境逆境看襟怀。中国以
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谋发展、求富强，不是为
了取代谁的地位，也不是为了争抢谁的利益，而
是为切实促进本国和世界人民的福祉，让亿万
民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为世界的繁荣稳定
贡献力量，才是大国的责任担当，才是和平发展
的人间正道。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今，美式霸凌受到越
来越多的国家反对，中国捍卫自身合法权益，维
护多边主义的正义之举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
支持。正如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皮埃尔·皮卡
尔所说，“全球治理不能依靠恐吓和威胁，而是应
坚持开放共赢……美国的霸凌行为，与中国提出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了强烈反差。”。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历史大势不可阻挡。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实践，必将在全球
范围内赢得更多认同和支持，共同奏响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交响。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天下为公行大道
——“今日之中国”系列述评之十

新华社记者 韩冰 杜白羽

目标就是方向，标准决定质量。
“努力实现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

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
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的具体目
标，确保这次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
成效”。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具体目标，为开展主题教育指明了努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党同志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对
准目标，积极推进，确保取得预期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现在，我
们正在进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长征，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党的理
想信念和根本宗旨，必须弘扬伟大的长
征精神，必须发扬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敢
于战斗、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勇于战
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奋力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这
次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体现的正是党
对新时代党员干部思想、政治、作风、能
力、廉政方面的基本要求。

理论学习有收获，重点是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取
得新进步，加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大政方针的
理解，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增强贯彻落
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
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思想政治受洗礼，重点是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传承
红色基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
克思主义。

干事创业敢担当，重点是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
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
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实，坚决
摒弃一切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敷衍塞
责、懒政怠政等消极行为，努力创造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为民服务解难题，重点是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进同人
民群众的感情，自觉同人民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着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以为民谋利、为民尽责的实际成
效取信于民。

清正廉洁作表率，重点是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务实清廉的政
治本色，正确处理公私、义利、是非、情
法、亲清、俭奢、苦乐、得失的关系，自觉
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坚决预
防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
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态度决定成效，起步影响结果。“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已经开
始。“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紧紧围
绕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把高标准树立
起来，把严要求落实下去，我们就能以
这次主题教育为契机，把我们党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人民日
报6月5日评论员文章）

坚持效果导向 达到预期目标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图为2018年11月9日航拍的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不久前，一场环湖半程马拉松比赛在位于重庆
市开州区的汉丰湖畔火热开跑，6000多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选手沿湖竞技，赛道内外掩映在一片花海绿
意中，景色如画。

这片美丽的湖泊，几年前还是一条普通的长江
一级支流——澎溪河。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水位每
年周期性涨落，临水地带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
水库消落带，澎溪河所在地区也深受消落带困扰。近
年来，开州区探索用筑坝成湖、生态涵养的方式治理
消落带，昔日的生态堵点成功转型为国家湿地公园。

筑坝成湖

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熊森
经常要沿着近15平方公里的湖面边缘巡查。为了治
理好这片消落带，10年来他一门心思扎在了里面。

“消落带改变了库区原有生态系统，植物近半
年被淹没在水下，难以存活，还带来了严重的水土
流失问题。”熊森说，三峡库区生态本就脆弱，能否
治理好消落带关乎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

开州区首先在澎溪河上建起了水位调节坝，坝
中水位受水坝调节，常年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广袤
的消落带被湖水覆盖，仅少部分露出水面。而在调节
坝下游，当地在消落带上构筑了一套涵盖鸟类庇护
林、林泽、基塘、滩涂生态保育四级工程的立体生态
系统。开州区委托治理团队筛选出十余种耐水淹的
木本植物，给消落带穿上了宽约10余米的绿色外衣，
使其发挥出护岸、生态缓冲、景观美化等综合效益。

随着汉丰湖的形成，原本脆弱的消落带化身为
一道生态屏障，生物多样性也正在恢复。统计数据显
示，与治理前相比，这里的植物增加了40余种，鸟类
增加21种，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的20余种草本植物
和10余种木本植物成活状况良好。

城建为生态“让路”

作为紧邻城区的新生湖泊，如何保护利用汉丰
湖，做好这篇“水文章”，是摆在开州人面前的新课题。

借鉴海绵城市理念，当地探索在水体和城市间
设立生态缓冲区，通过栽种植物，吸收分解污染物，
降低城市面源污染对于水质的影响。

2010年，开州区决定创建汉丰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并将滨湖区域纳入湿地公园的管理范围。湖水
周边所有的城市建设，必须以汉丰湖国家级湿地公
园总体规划为统揽。此举目的只有一个——控制开
发，为湖水留足生态空间。

“按照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办法，开发湿地周边土
地，必须经过严格的行政许可流程，将湖水周边土地
纳入湿地管理的范畴，相当于用法律手段对汉丰湖又
加上了一道保护锁。”开州区水利局副局长王一明说。

这一做法带来的直接结果，是汉丰湖周边约
200万平方米的生态空间被腾出，诸如房地产开发、
高尔夫球杆检测中心等一批项目被及时叫停。

留出生态空间，为的是要有效利用。当地政府部门
统一规划，又在沿湖地区错落点缀了多座公园和数十
公里的环湖步道，使湖畔成为广大市民休闲的乐园。

“汉丰湖建成以来，直接用于生态修复的资金
超过10亿元。正因为有了严格保护举措，现在的湖
水水质才能长期保持在较优水平。”熊森说。

湖城相依

从无到有的汉丰湖，倾注了开州人的大量心
血。如今，生态效益逐渐转化为经济效益，开州开始
尝到了生态保护的甜头。

汉丰湖全国钓鱼比赛、国际摩托艇大赛、半程
马拉松……近两年，以汉丰湖为招牌的各项体育赛
事轮番上演，开州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大幅增长。开州打算下一步申报国家水上运动
训练基地。

湖水还吸引了大量摄影发烧友的目光。原来，
开州地处南北候鸟通道，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当
地对汉丰湖实施了消落带鸟类生境重建工程，构建
水塘、洼地作为鸟类的营巢和庇护地，同时还在湖
面建起了两座鸟岛，并栽植乔灌木和草本植物，使
这里成了鸟类休憩觅食的天堂。

“随着鸟岛的建设，迁徙之地变成了落户之地，
我们登岛时发现了大量鸟类羽毛和数处鸟类繁殖
巢穴。”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亚洲
说，一到冬季，成群结队的人来到开州观鸟、摄影，
也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城市因汉丰湖更加灵动，这是开州的独特优
势。”熊森说。 （据新华社重庆6月4日电）

重庆开州：
一片湖滋养一座城

新华社记者 徐旭忠 周闻韬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