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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
的“根”，“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
入阐释“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对于我们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推进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
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党之所以能
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
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
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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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特别是新时代
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勇于进行理
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
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
历史进程，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
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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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
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
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
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要深刻认识到，“结合”的前提是彼
此契合。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
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
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相互
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要深刻认识到，“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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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刻认识到，“结合”
筑牢了道路根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
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结
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赋
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
底蕴。要深刻认识到，“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
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
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
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深刻认识到，

“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
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
深叶茂。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
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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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
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
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赋
予了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实践充分证明，“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
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
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
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
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要更好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
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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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让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新华社
北京6月6日电 人民日报6月7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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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高考大幕 7 日正式开启。考
场内的学子为青春作答，考场外的人们
为梦想护航。记者在北京、广东、辽宁等
地看到，各地深入细致做好高考组织工
作，确保高考平稳顺利，助力莘莘学子
实现梦想。

爱心汇聚 点亮莘莘学子梦想

7 日一早，北京亦庄实验中学高三
年级主任潘启良护送150余名学生到达
考点。“昨晚睡了几个小时？高考就是高
高兴兴地考试！”他神态轻松地与学生
们交流。

记者在贵阳市第六中学考点看到，
多名老师手拿写着“沉着”“全力”“细
心”等字样的标牌，给学生们鼓劲。在广
州市天河中学考点，学校在入口处设置
了遮阳遮雨棚，上面挂满学弟学妹们手
写的祝福。

早上不到7时，辽宁省实验中学考点
门前，十几位身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就已
经开始忙着搭帐篷，准备饮用水、文具、雨
具等用品。“您好，我的眼镜腿断了，有什
么办法吗？”面对一名考生的紧急求助，志
愿者王来宇立即取出胶带等工具，帮助考
生把眼镜断裂部位进行加固。

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的考生家
长金国安一大早就把孩子送到考点。跟
平时上学路上一样，父子俩更多时间在
聊天气和运动，“希望孩子明白，高考很
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过好每一天。”

重庆市巫山县大昌中学的120多名
考生则是乘坐专用公交车，从集中住宿
的酒店出发前往考场。

大昌中学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由于
交通不便，往年考生们需要提前坐船到
县城参加高考。“现在高速公路通到了
镇上，今年同学们是乘坐客车进城。”大
昌中学老师曹阳说，“赶考的路很通畅，
也希望孩子们在考场上发挥更顺畅，走
出大山走向更大的人生舞台。”

第一科语文考试结束后，沈阳市第
五十一中学高三六班的张书博一出考
场就跑向班主任张雨薇。“发挥出了最
佳水平！”他激动地拥抱了张老师，自信
的笑容感染了周围的家长和老师。

安检升级 维护高考公平公正

防范手机作弊是高考安检的重要
内容。记者看到，各地通过人防、物防、
技防相结合，让手机“带不进”“用不了”

“传不出”。
记者6日在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考点体验了智能安检门，它可以识别通
过者是否携带手机、具有存储功能的手

表等智能设备，还可以显示智能设备在
身体的具体位置。智能安检门的一侧还
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能够准确识别考
生身份。

“考试前，老师们对智能安检门进
行了多次调试。与过去采用的安检设备
相比，效率、精确度等更高。”太原市第
二十九中学校校长翟福平说。

贵州省遵义市赤水市第三中学招
生考试办公室主任陈龄介绍，考生通过
安检后，还需经过人脸识别，验证身份
证照片、现场拍照和报名照片“三照合
一”后，才能进入考场，之后还会再进行
一次人工安检。

“往年我们会提前把考试文具发给
学生，今年直接摆在座位上，学生只需
要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考试结束后
也不带走文具，下一科考试接着用。”陈
龄说。

虽然多地考点启用智能安检门、增
加进入考点安检环节，但记者从教育主
管部门了解到，事先测算过时间，不会耽
误考生入场考试。记者也在一些考点看
到，考生们都会自觉排队接受安检，在现
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有序进入考场。

“用技术等各种手段加强高考安
检，维护了高考的公平性，也能让孩子
们安心考试。”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
高三学生家长苏全华说。

保障优化 营造温馨考试环境

为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各地在
治安出行、考试防疫、食宿卫生等方面
落实落细各项保障措施，力争每个细节
都想到、每件事情都做好。

“我们在每个考点周边都设置了护
考岗，安排警力维护交通秩序。”贵阳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民警孙晓彤说，高考期
间，所有骑警都会到路面巡逻，既为了维
护好交通秩序，也为了便于考生求助。

2023 年高考是实施新冠病毒感染
“乙类乙管”后的首次高考。根据教育部
要求，各地制定了考试防疫方案和应急
预案，并备足备用考场、防疫物资等。

记者在采访中遇到有一个考点有考
生因发热在备用考场参加考试。该考点
负责人介绍，这个考点设置了3个备用考
场，备用考场的布置与普通考场一致；在
所有考场均放置了医疗箱，医疗箱中有
口罩、呕吐包、防护服、隔离衣等。

“高考期间，考点附近医疗机构开
启绿色救治通道，救护车随时待命，确
保有紧急需求的考生能第一时间得到
有效救治。”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卫健
局医政科副科长王涛说。

今年广东为 57 名残障考生提供合
理便利，其中有一名全盲考生使用盲文
试卷参加考试。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院长欧阳谦介
绍，语数外3门科目由教育部统一命题，
这 3 科的盲文试卷安排专人从北京取
回，并放在专门的箱子保存，避免压坏
试卷导致考生无法触摸识别盲文；广东
自主命题的科目试卷，由专业盲文打字
员“翻译”成盲文，并请两名以上教师进
行校对。

“公平高考，一个都不能少。虽然我
们花费了很多精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
的。”欧阳谦说。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为青春作答 为梦想护航
——2023年高考首日见闻

新华社记者

6月7日，2023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图为在湖南长沙市第一中学考点，考生
准备进入考场。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上接1版）

送考团队：竭尽全力为考生服务

7 日 7 时刚过，市三中校长贺贝就赶到了市一
中考点，组织送考团队忙碌起来。

为了做好考生服务工作，市三中共派出4支由校
领导班子成员带队的送考团队，分赴有该校考生的考
点，为考生服务。带队的行政领导除处置突发事件外，
还要为送考的班主任老师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班主任
老师则直接为考生服务，如为了防止学生遗失考试证
件影响考试，每场考试前，老师都会提前在考点门口
为学生分发准考证，当堂考试结束后再进行收回、统
一保管。“除行政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外，每支送考团队
还配备了至少一名保卫干事，为考生的安全保驾护
航。”贺贝说，由于考前教育到位，以及送考团队的耐
心服务，该校考生们的精神状态饱满、应考情绪稳定。

考生家长：尽心做好后勤保障

7日上午，在市一中考点外，家住大祥区檀江街
道的家长唐先生较为轻松地坐在私家车内，静静等
待参加高考的女儿。唐先生说，不求女儿考出多么高
的成绩，只要她尽力就好。

唐先生的女儿是市四中的高三考生，选择了“历
史、政治、生物”学科，未来打算从事医务工作。唐先
生说，高考期间，他将作为接送员和后勤保障员，全
程护航，让女儿安心应考。

精心服务、全力护航。为了确保高考的顺利进行，
公安、交警、卫健、城管等职能部门也派出精干力量，
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全力守护高考的安全平稳举行。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记
者 于文静）截至 6 月 7 日 17
时，全国已收冬小麦达 1.64 亿
亩、进度 53.8%，其中安徽进度
过九成，河南过八成，江苏过三
成，山东、陕西进入收获高峰，
河北麦收开镰。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
到，进入 6 月份以来，河南、安
徽、江苏、陕西等地紧抓降雨间
隙和晴好天气，组织收获机械
和农机手昼夜不歇、连续奋战，
加快抢收成熟小麦，全国日均
收获面积 1500 万亩以上，掀起

“三夏”麦收高潮。
据中国气象局预报，未来

十天麦收区大部以晴好天气为
主，利于抢收抢晒。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要持续做好农机调度，
抓住有利天气加快收获进度，
确保适收快收、应收尽收，因地
制宜做好已收小麦烘干晾晒和
通风储存工作。同时，紧抓农
时及有利墒情，高效推进收种
衔接，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
块、播种一块，将秋粮播在丰产
期。要组织开展巡回技术指
导，紧抓机具状态良好、机手操
作规范两个关键，努力提高机
收作业质量减损失、提升机播
作业质量促单产。

全国“三夏”麦收进度过半

新华社酒泉6月7日电（李
国利 郭龙飞）6月7日12时10
分，力箭一号遥二运载火箭在我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升空，采取“一箭26星”方式，将
搭载的试验卫星顺利送入预定

轨道。
这批卫星主要用于技术验

证试验和商业遥感信息服务。
这次任务是力箭一号运载

火箭第2次飞行。

力箭一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