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陝西省

延安市、河南省安陽市考察時強調，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

村。要全面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農業農

村優先發展，發揚延安精神和紅旗渠精神，鞏固拓

展脫貧攻堅成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實現農業

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陪

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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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奮鬥

考察陝西延安和河南安陽 強調發揚延安精神和紅旗渠精神習
近
平
：

10月26日至28日，習近平分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陝西省委書記劉國中和省長趙一德，河南省

委書記樓陽生和省長王凱陪同下，深入陝西延安市和河南安陽
市的農村、學校、紅色教育基地、文物保護單位等進行調研。

同老鄉們親切交流
延安是革命老區，也曾是深度貧困地區。習近平一直掛念陝
北的老鄉們。2015年2月，習近平在延安主持召開陝甘寧革命
老區脫貧致富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當地推進脫貧攻堅指
明了方向。黨的二十大閉幕後，習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來到延
安，看看老鄉們脫貧後生活怎麼樣，還有什麼困難，鄉村振興
怎麼搞。
26日下午，習近平一下火車，就乘車前往延安市安塞區高橋
鎮南溝村。正值金秋，山上蘋果園碩果纍纍，一片豐收景象。
習近平走進果園，向現場採摘的果農了解今年蘋果收成，同老
鄉們親切交流，並採摘了一個紅紅的大蘋果。習近平詳細詢
問蘋果種植技術、採摘方法、品種質量、銷售價格、村民收
入以及如何發展蘋果種植和其他產業等，老鄉們一一回答。
習近平十分關心灌溉和用水問題，老鄉們告訴總書記，他們
通過築水壩、搞滴灌和精細化管理，有效解決了用水和灌溉
問題。習近平稱讚說，這就是農業現代化，你們找到了合適的
產業發展方向。
在村蘋果洗選車間，習近平聽取當地蘋果產業發展情況，並
察看分揀裝箱生產線。現場擺放了當地種植的各種蘋果和深加
工產品，習近平饒有興趣地一一端詳，仔細聽取介紹，對當地
發展現代農業和鄉村旅遊、培育壯大集體經濟、帶動老鄉們增
收致富的做法表示肯定。

回憶陝北知青歲月
車間外，老鄉們聚集在一起，高聲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同
老鄉們拉起家常，回憶當年他在陝北的知青歲月。習近平對老
鄉們說，我在陝北生活了7年，當年看到老鄉們生活很艱苦，
心裏就想着怎麼樣讓大家生活好起來。這次來延安，看到一派
碩果纍纍的豐收景象，交通條件大為改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過去陝北老鄉們修梯田、種莊稼，面朝黃土背朝天，掄
起老鋤頭幹活，廣種薄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還林種
上了蘋果，老鄉們有工作、有穩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
人都有醫保，生活越來越好。從陝北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中國的
變化。習近平指出，現在，「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
百年目標已經實現，絕對貧困問題解決了，老鄉們過上了好日
子，但還要繼續努力往前走，讓生活越來越美好。陝北的氣
候、光照、緯度、海拔等非常適宜發展蘋果種植，加上滴灌技
術、矮化種植技術、選果生產線等不斷發展，就地賣出，銷路
不愁，大力發展蘋果種植業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這是最好的、
最合適的產業，大有前途。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
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共產黨當家就是要為老百姓辦事，把
老百姓的事情辦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要認真學習貫徹黨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把富民政策一項一項落實
好，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讓老鄉們生活越來越紅火。老
鄉們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陳希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分別參加上述有關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陝西省延安市、河南
省安陽市考察。
28日下午，習近平考察了位於安陽市西北郊洹河南北
兩岸的殷墟遺址。殷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獻可考、
為考古發掘所證實的商代晚期都城遺址。習近平步入殷
墟博物館，仔細觀摩青銅器、玉器、甲骨文等出土文
物。隨後，習近平來到車馬坑展廳，察看商代畜力車實
物標本和道路遺蹟。他指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為我們
保存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國信史向上推進了約1,000
年。殷墟我嚮往已久，這次來是想更深地學習理解中華

文明，古為今用，為更好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提供借
鑒。中國的漢文字非常了不起，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
離不開漢文字的維繫。在這方面，考古事業居功至偉。
考古工作要繼續重視和加強，繼續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
程。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
民族，這個民族還會偉大下去的。要通過文物發掘、研
究保護工作，更好地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習近平強調，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黨創新理論的「根」，我們推
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是「兩個結
合」。我們要堅定文化自信，增強做中國人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

堅定文化自信 增強做中國人自信心自豪感
中華文明

探源工程，
全稱是「中
華文明起源

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是繼「夏商周斷
代工程」之後，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
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
科研項目，在2001年正式提出，到2018年
為止，在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的
陶寺遺址、陝西神木的石峁遺址，河南偃
師的二里頭遺址這幾個重要的、距今
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遺址開展大規模考

古調查和發掘，並開展多學科綜合研究取
得了重要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2022年5月27日在十九屆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
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
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
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
中，中華民族以自強不息的決心和意志，
篳路藍縷，跋山涉水，走過了不同於世界
其他文明體的發展歷程。

來源：綜合人民網及上觀新聞

關於「中華文明」總書記這樣說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黨，看到人們的生活好起來了，富裕起來了，有

錢花了，孩子們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們醫療有保障了，我們就高興。

—習近平在延安考察時強調「共產黨當家就是要為老百姓辦事」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勉青年艱苦奮鬥勉青年艱苦奮鬥 摒棄驕嬌二氣摒棄驕嬌二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陝西省延安
市、河南省安陽市考察。26日下午，習近平來到延
安中學棗園校區。延安中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
一所中學，是在老一輩革命家、教育家、黨和國家
領導同志親切關懷和精心培育下成長起來的，具有
光榮歷史和優良革命傳統，為革命老區培養了大批
人才。習近平走進學校教育史館，了解學校總體辦
學情況。習近平希望延安中學堅持用延安精神教書
育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弘揚革命傳統，培育
時代新人。

叮囑學生餐廳確保質量
在學生餐廳，各式各樣的飯菜色香味俱全。

習近平詳細察看，向廚師們了解飯菜的價格和口
味，叮囑他們確保質量、注意衞生，讓同學們吃
得放心舒心。
教學樓裏，學生們正在上課。習近平走進高一（2）
班教室，同師生親切交流，問同學們有什麼理想，
長大後想做什麼。一位同學說將來想當李時珍那樣
的醫生，另一位同學說想考大學藥劑專業，還有一
位同學說想學外語、將來當一名外交翻譯。習近平
聽了十分高興，稱讚他們人生目標明確，理想高尚。
他勉勵同學們從小樹立遠大理想，立志成為社會主
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確保紅色基因代代相傳。

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
28日上午，習近平來到河南安陽林州市紅旗渠

紀念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地人民為解決靠天
等雨的惡劣生存環境，在黨和政府支持下，在太

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水利工程，被稱為「人
工天河」。習近平走進展館，依次參觀了「千
年旱魔，世代抗爭」、「紅旗引領，創造奇
跡」、「英雄人民，太行豐碑」、「山河巨
變，實現夢想」、「繼往開來，精神永恒」等
展覽內容。習近平指出，紅旗渠就是紀念碑，記
載了林縣人不認命、不服輸、敢於戰天鬥地的英
雄氣概。要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別是廣大青
少年，社會主義是拚出來、幹出來、拿命換來
的，不僅過去如此，新時代也是如此。沒有老一
輩人拚命地幹，沒有他們付出的鮮血乃至生命，
就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要永遠銘記他們。
今天，物質生活大為改善，但愚公移山、艱苦奮
鬥的精神不能變。紅旗渠很有教育意義，大家都

應該來看看。隨後，習近平實地察看紅旗渠分水
閘運行情況，詳細了解分水閘在調水、灌溉、改
善生態環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紅旗渠修建過程中，300名青年組成突擊隊，經

過1年5個月的奮戰，將地勢險要、石質堅硬的岩壁
鑿通，這個輸水隧洞被命名為青年洞。習近平拾級
而上，來到青年洞，沿步道察看紅旗渠。習近平強
調，紅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脈相承的，是中華
民族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永遠震撼人心。年輕一
代要繼承和發揚吃苦耐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
精神，摒棄驕嬌二氣，像我們的父輩一樣把青春熱
血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也就是一兩代人的事，我們正逢其時、不可辜負，
要作出我們這一代的貢獻。紅旗渠精神永在！

◆◆ 1010月月2626日至日至2828日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陝西省延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陝西省延
安市安市、、河南省安陽市考察河南省安陽市考察。。這是這是2626日下日下
午午，，習近平在延安市安塞區高橋鎮南溝村蘋習近平在延安市安塞區高橋鎮南溝村蘋
果園同老鄉們親切交流果園同老鄉們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 這是26日
下午，習近平
在延安市延安
中學棗園校區
高一（2）班
教室，同師生
親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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