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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引領 向着科技強國不斷前進
新華社發表紀實文章：創新驅動的中國號航船乘風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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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6月23日發表題為《 「五十六
個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華民族共

同體」 ──習近平總書記青海、寧夏考
察紀實》的文章。文章指出，火車在宏
闊的黃土高原上疾馳。它穿過山峁，同
江河擦肩，駛過沉澱了厚重歷史與璀璨
文明的黃土地。在延安出席中央軍委政
治工作會議之後，習近平總書記馬不停
蹄來到青海、寧夏。這次來西北，一條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的主線，
貫穿始終。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遼闊的
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此刻，正是
在共同開拓、耕耘、奮鬥的土地上，去
思考民族關係、民族工作，去探尋中華
民族追求團結統一、矢志偉大復興的內
生動力。調研時間的選擇也頗具深意：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75年來，我
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接續發展。五十六
個民族如何在多元中鑄就一體、在一體
中百花齊放？調研，給出了答案。下個
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大幕將啟。如
何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凝聚民族
團結進步的力量？調研，給出了指引。

青海和寧夏同屬西部。就在兩個月
前，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座談會召
開。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奮力譜寫西
部大開發新篇章，調研進一步指明了方
向。學校、古剎、社區，察情、問計、明
理，習近平總書記感慨： 「五十六個民
族，無論是這個民族還是那個民族，我們
都是同一個大家庭，中華民族大家庭。要
把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好。團結在一起，
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大公報訊】中新社6月22日發表題為
《習近平西北行，關注生態背後的「綠色」考量》
的文章。文章指出，近日，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先後在青海、
寧夏考察調研。再赴西北，生態保護這篇「大文
章」，又一次成為習近平的關注重點之一。

青海三江源地區，是長江、黃河與瀾滄江
的發源地，被稱為 「中華水塔」 。來自三江源
的水，滋養着大半個中國。生態興則文明興，
生態衰則文明衰。習近平始終從中華文明存續
的高度，強調保護好青海生態環境。 「青海承

擔着維護生態安全的重大使命，產業發展必須
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 ，此番青海考察，
習近平強調，青藏高原生態系統豐富多樣、也
十分脆弱，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實現生態功能
最大化，是這一區域的主要任務。 「要始終堅
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 。習近平還明確了重
點任務──重中之重是把三江源這個 「中華水
塔」 守護好，保護生物多樣性，提升水源涵養
能力。

青海考察後，習近平赴寧夏考察，同樣關
注當地生態環境保護的 「大文章」 。寧夏是西

北地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也是全國唯一全
境屬於黃河流域的省區，有着完整的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態體系。

此次寧夏考察，習近平進一步強調，保護
好黃河和賀蘭山、六盤山、羅山的生態環境，
是寧夏謀劃改革發展的基準線。習近平還提出
具有針對性的要求：要深化資源環境要素市場
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和生
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
度。他特別提到打好黃河 「几字彎」 攻堅戰，
強調統籌推進森林、草原、濕地、荒漠生態保

護修復和鹽碱地綜合治理，讓 「塞上江南」 越
來越秀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西北行，也是中共中
央4月決定召開二十屆三中全會後，習近平進行
的又一次地方考察。今年5月，習近平在考察山
東時，就當地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強調， 「生態
環境好，老百姓就多了一份實實在在的幸福
感。」 二十屆三中全會將重點研究進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人與自然
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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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新華社6月23日發表
題為《向着科技強國不斷前進──以
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科技
創新發展紀實》的文章。文章表示，
「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比歷史上任
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引
領下，創新驅動的 「中國號」 航船正在
新時代航程中乘風破浪，向着科技強國
的目標奮勇前進！

「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
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
展，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

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
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黨的十八大以
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
度勢、高瞻遠矚，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
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科技創新
提出一系列新論斷、新要求，對建設科
技強國進行全局謀劃和系統部署，推動
我國科技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取得歷
史性成就，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
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更加
堅實的基礎。

站在我國和世界發展的歷史新方
位，統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

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運用馬克思
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對我國科技發展的
實踐經驗和理論方法進行系統總結，開
闢了馬克思主義科技學說的新境界，開
闢了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的新
境界，開闢了新時代創新發展的新境
界。

從一顆螺絲釘也要進口到大國重
器彰顯創新底氣，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
今天這樣推動國家進步、造福人民生
活。我國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發
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建成
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研發體系和工

業體系，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生產力
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大幅提升。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科技創新風
起雲湧，為人類社會帶來深刻變革和重
大影響，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
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
構。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習近平總書記

深刻揭示國家興衰的 「歷史邏輯」 ，提
出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
強」 「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
謀未來」 。明確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

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
支撐」 ，強調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提出到2035年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進入創新型國家
前列，建成科技強國……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
攬科技事業發展全局，不斷拓展新視
野、提出新命題、
作出新論斷，推出
一系列奠基之舉、
長遠之策，為建設
科技強國指明了前
進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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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個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
習近平考察青海寧夏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線貫穿始終

習近平西北行 關注生態背後的綠色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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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給資
源富集的民族地區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
無限機遇。黨的二十大後，每到各地調
研，習近平總書記都在謀劃部署中國式現
代化的地方篇章怎麼去譜寫。把握戰略定
位、結合本地特點，既展所長，又聚合力。

這次對青海，總書記在匯報會上提出
了四點要求，事關產業、生態、民生、民
族，環環相扣、統籌兼顧。統籌高質量發
展和高水平保護，是中國發展到今天面臨
的一個大課題。對青海而言，長江、黃
河、瀾滄江從這裏浩蕩東去，哺育中華民
族。三江源生態攸關民族安危。

聽聞當地致力於 「把青藏高原建設成
為生態文明的高地」 ，習近平總書記指
出： 「這就是你們最大的貢獻。重中之重
是把三江源這個 『中華水塔』 守護好，保
護生物多樣性，提升水源涵養能力。」 青
海正着力培育現代化產業體系，清潔能
源、鹽湖化工、生態旅遊、有機農畜、數
字經濟、生物醫藥等特色優勢產業齊頭並
進。亙古的高原，借風光之勢，將綠電外
送範圍拓展到15個省份。

匯報會上，總書記進一步明確青海產
業 「四地」 建設方向： 「加快建設世界級
鹽湖產業基地，打造國家清潔能源產業高
地、國際生態旅遊目的地、綠色有機農畜
產品輸出地。」 總書記強調： 「要着眼全
國發展大局，充分考慮青海獨特的資源稟
賦。」 「不是什麼都能做的，要有選擇性
地有所作為。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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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到西寧第一站，總書記就
來到果洛西寧民族中學。果洛，地處青海
東南部，海拔高、氣候惡劣、環境艱苦。
上海投資，為果洛在西寧援建了一所寄宿
制中學。

從1996年東西部扶貧協作拉開帷幕，
到新時代升級為東西部協作；從給錢給
物，到多層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協作格
局，資金流、資源流、技術流、人才流向
西部奔湧。就拿青海來說， 「黨中央部署
北京等6省市、清華大學等23所高校對口
援青，其中教育援青實現了各學段、各地
區、人才資金項目全覆蓋」。習近平總書記
是親歷者、推動者。就在前不久，總書記
還給四川省南充市之江小學學生寫了回
信，那正是他在浙江工作時關心推動的對
口幫扶學校。

果洛西寧民族中學的校長常途來自上
海。食堂、宿舍、教室，學生構成、課程
設置、體育鍛煉，他將這裏的情況詳細介
紹給總書記。廣場上，人山人海。師生們
簇擁着總書記，如高原正午的陽光般熱
情。 「堅持全國一盤棋，相互幫助，特別
是沿海地區要幫助西部地區，發達地區要
幫助欠發達地區，都要找準角色。這其
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教育對口幫扶，要
把孩子們培養好，這有深遠的意義。」

此情此景，有的孩子聽着就落下淚
來。總書記親切地望着師生們： 「要珍惜
這樣的好條件。要立志成為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和建設者，努力為自己
贏得人生出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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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聯藏絡疆，鄰甘通川。自古便
是多元文化交融、民族溝通交流的要道。
西寧，地處壯美的達坂山和拉脊山之間。
聆聽過唐蕃古道上的駝鈴聲，見證過歷史
風雲的宏覺寺，就坐落在古城西寧的城中
區。

寺前院落，宏覺寺民主管理委員會主
任噶爾哇．阿旺桑波敬獻哈達，僧人們提
香爐、持寶傘，迎接習近平總書記。宏覺
寺這座千年古剎，在增進歷代中央政府與
藏傳佛教聯繫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橋樑紐帶
作用，也見證了我們黨的老一輩革命家關
心推動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的光輝歷史。
歷經滄桑，弦歌不輟。習近平總書記參觀
了常設於宏覺寺的青海省民族團結進步教
育基地展陳。

「要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把新時代
黨的統戰工作、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做得
更好。」 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
觀、宗教觀，一座古寺映照出歷史演進和
變遷的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 「要保
護好這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為鑄牢中
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作
出新貢獻。」

走出大殿，僧人們捧着哈達，歡送
總書記。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 「以中
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
偉業，需要全國各族人民包括廣大信教群
眾團結奮鬥。希望青海藏傳佛教界弘揚愛
國愛教優良傳統，促進宗教和順、社會和
諧、民族和睦，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發
揮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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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城市治理的最小單元，上面
千條線、下面一根針。19日下午，
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多民族聚居的銀川市
金鳳區長城花園社區。社區黨群服務中
心，一樓的便民服務廳、社區衞生站、
愛心超市，二樓的 「才藝堂」 、舞蹈
室，總書記挨個屋子看。

便民服務廳內，社區工作人員緊忙
活。有的做社保，有的溝通婦聯的事，
有的正處理老兵熱線，有的剛入戶家訪
回來。老家在哪裏，學什麼專業，在社
區幹了多久，收入怎麼樣，屬於什麼用
工性質，下一步有什麼打算……習近平
總書記問得格外細。

「現在社區工作，和過去比怎麼
樣？」 「中央發了減負文件之後，社區
填報的表格少了，工作更聚焦了。」
「社會治理的重心應該放在基層，城市
裏社區為老百姓服務最直接。」 總書記
親切地說， 「一個社區像一個大家庭一
樣。看到社區的隊伍比較穩定，工作熱
情很高，我還是比較放心的。社區黨組
織是黨聯繫基層群眾的神經末梢。社區
黨組織建好建強了，社區工作就有了主
心骨。」

「才藝堂」 裏剪紙、刺繡、納鞋
墊，舞蹈室裏的民族歌舞節奏歡快。一
靜一動，勾勒了社區老年人的美好生
活。 「社區要總結經驗、創新思路，把
為居民群眾的服務做深做細做到位，努
力越做越好。讓退休居民既要老有所
養、老有所樂，又要老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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