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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每一個人都是主角
新華社北京12月31日電 新年

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和互聯網，發表了

2025年新年賀詞。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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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時間過得很快，新的一年即將到來，我
在北京向大家致以美好的祝福！

2024年，我們一起走過春夏秋冬，一道經歷風雨彩
虹，一個個瞬間定格在這不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
難以忘懷。
我們積極應對國內外環境變化帶來的影響，出台一
系列政策「組合拳」，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我國經
濟回暖向好，國內生產總值預計超過130萬億元。糧
食產量突破1.4萬億斤，中國碗裝了更多中國糧。區
域發展協同聯動、積厚成勢，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
相互融合、同頻共振。綠色低碳發展縱深推進，美麗
中國畫卷徐徐鋪展。
我們因地制宜培育新質生產力，新產業新業態新模
式競相湧現，新能源汽車年產量首次突破1,000萬
輛，集成電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領域取得新成
果。嫦娥六號首次月背採樣，夢想號探秘大洋，深中
通道踏浪海天，南極秦嶺站崛起冰原，展現了中國人
逐夢星辰大海的豪情壯志。

光榮屬於每一個挺膺擔當的奮鬥者
今年，我到地方考察，看到大家生活多姿多彩。天
水花牛蘋果又大又紅，東山澳角村漁獲滿艙。麥積山
石窟「東方微笑」跨越千年，六尺巷禮讓家風代代相
傳。天津古文化街人潮熙攘，銀川多民族社區居民親
如一家。對大家關心的就業增收、「一老一小」、教
育醫療等問題，我一直掛念。一年來，基礎養老金提
高了，房貸利率下調了，直接結算範圍擴大方便了異
地就醫，消費品以舊換新提高了生活品質……大家的
獲得感又充實了許多。
巴黎奧運賽場上，我國體育健兒奮勇爭先，取得境
外參賽最好成績，彰顯了青年一代的昂揚向上、自信
陽光。海軍、空軍喜慶75歲生日，人民子弟兵展現新
風貌。面對洪澇、颱風等自然災害，廣大黨員幹部衝
鋒在前，大家眾志成城、守望相助。無數勞動者、建
設者、創業者，都在為夢想拚搏。我為國家勳章和國
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獎，光榮屬於他們，也屬於每一
個挺膺擔當的奮鬥者。
當今世界變亂交織，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積極推
動全球治理變革，深化全球南方團結合作。我們推進
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成功舉辦中非合
作論壇北京峰會，在上合、金磚、亞太經合組織、二
十國集團等雙邊多邊場合，鮮明提出中國主張，為維
護世界和平穩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2025年要實施更積極有為的政策
我們隆重慶祝新中國成立75周年，深情回望共和國
的滄桑巨變。從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傳承中一路走
來，「中國」二字鐫刻在「何尊」底部，更銘刻在每
個華夏兒女心中。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吹
響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我們乘着改革開放的
時代大潮闊步前行，中國式現代化必將在改革開放中
開闢更加廣闊的前景。
2025年，我們將全面完成「十四五」規劃。要實施
更加積極有為的政策，聚精會神抓好高質量發展，推
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保持經濟社會發展良好勢
頭。當前經濟運行面臨一些新情況，有外部環境不確
定性的挑戰，有新舊動能轉換的壓力，但這些經過努
力是可以克服的。我們從來都是在風雨洗禮中成長、
在歷經考驗中壯大，大家要充滿信心。
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
事。家家戶戶都盼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人能有好
的養老服務，年輕人能有更多發展機會。這些樸實的
願望，就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我們要一起努力，不
斷提升社會建設和治理水平，持續營造和諧包容的氛
圍，把老百姓身邊的大事小情解決好，讓大家笑容更
多、心裏更暖。

誰也不能阻擋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
在澳門回歸祖國25周年之際，我再到濠江之畔，新
發展新變化令人欣喜。我們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兩岸同胞
一家親，誰也無法割斷我們的血脈親情，誰也不能阻
擋祖國統一的歷史大勢！
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需要以寬廣胸襟超越隔閡衝
突，以博大情懷關照人類命運。中國願同各國一道，做
友好合作的踐行者、文明互鑒的推動者、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參與者，共同開創世界的美好未來。

祝大家所願皆所成 多喜樂長安寧
夢雖遙，追則能達；願雖艱，持則可圓。中國式現
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個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
彌足珍貴，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輝。
河山添錦繡，星光映萬家。讓我們滿懷希望，迎接

新的一年。祝祖國時和歲豐、繁榮昌盛！祝大家所願
皆所成，多喜樂、長安寧！

（標題為編者所加）

發表新年賀詞 強調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事

在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澳
角 村 ， 海 風 輕 拂 ， 希 望 滿

帆。「希望2025年我們村的漁民們討海（捕
魚）討得更多，海鮮賣得更多，走得更
遠。」漁民沈珠欽的話語，道出了當地村民
的心聲。

曾幾何時，澳角村的漁民們只能依靠簡陋
的木船「討小海」生活，日子過得極為艱
苦。現如今，澳角村海洋產業蓬勃發展，積
極發展海洋捕撈、水產養殖、海產品加工、
電商微商和鄉村旅遊五大主導產業。

2024年10月15日，時隔23年後，習近平
再次來到澳角村考察，步行察看澳角灣海域
環境和村容村貌，詳細了解海鮮乾貨和漁獲
產品交易情況。看到鄉村發生巨變，總書記

深感欣慰。他感慨地說，鄉村振興還是要發
揚優勢，做好「海」的文章。

「總書記說的『以後農村的政策會一年比
一年好』這句話一直激勵着我。」從事鮑魚
苗養殖的郭漢棟說，他的養殖場已擴大至3
畝，還配備了智慧控制系統，可以實時監測
水質、溫度等關鍵指標，大大提高了養殖效
率。

「家門口的興海大道從水泥路升級為柏
油路，變成了旅遊觀光大道。」說起村裏
的變化，這些年一直生活在澳角村的郭漢
棟讚不絕口。「希望 2025 年我們的鮑魚場
能夠有更好的收成，我們的小日子越過越
紅火。」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人民網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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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澳角村 幸福海上來

●福建省漳州市東山縣澳角村漁獲滿倉。
香港文匯報漳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4年12月31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互致新年
賀電。
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普京總統

和俄羅斯人民致以誠摯祝賀和美好祝願。習近平
指出，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是兩國關係新
的重要里程碑。歷經四分之三個世紀風風雨雨，
中俄關係愈加成熟穩定。面對加速演進的百年變
局和動盪不安的國際形勢，中俄兩國始終沿着不
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正確道路攜手前
行。過去一年，我們在北京、阿斯塔納和喀山三
度會晤，通過電話、信函等多種方式保持溝通，
圍繞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坦
誠交流，達成廣泛共識。在我們的戰略引領下，
中俄政治互信和戰略協作不斷向更高水平邁進，
兩國東線天然氣管道全線貫通，各領域務實合作
匯聚更多可視化成果；中俄文化年順利開啟，兩
國世代友好的民心紐帶進一步拉緊；雙方相互支
持對方在金磚機制、上海合作組織擔任主席國的

工作，為推動全球南方團結合作作出重要貢獻。
習近平指出，即將到來的2025年是中國「十四

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80周年。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方都將
堅定不移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事業。相信中俄各領
域合作也將不斷迎來新的發展機遇。我願同總
統先生繼續保持密切交往，牢牢把握中俄合作
大方向，持續鞏固和深化永久睦鄰友好、全面
戰略協作、互利合作共贏的新時代中俄關係，
為兩國發展振興和現代化建設注入強勁動力，
為增進中俄人民福祉、維護國際公平正義作出新
的重要貢獻。
普京總統向習近平主席致以衷心的新年和春節

祝福，祝中國人民幸福安康。普京表示，即將過
去的一年，俄中兩國共同隆重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75周年和俄中建交75周年。我們三次成功
會晤，引領俄中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取
得新的發展成就。雙方經貿、能源、交通、科技

等領域互利合作有序推進。俄中文化年的順利開
啟為兩國擴大人文交流創造更多新的機遇。展望
新的一年，我願同習近平主席繼續保持密切工作
聯繫，共同推動雙邊關係及各領域合作不斷發
展，進一步加強兩國在聯合國、金磚國家、上海
合作組織、二十國集團等多邊平台的協調配合。
這不僅完全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也有利於維護
國際和地區安全穩定。

中俄兩國總理互致新年賀電
同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同俄羅斯總理米舒斯京
互致新年賀電。李強表示，在習近平主席和普京
總統戰略引領下，中俄雙方以兩國建交75周年為
契機，推動雙邊關係持續健康穩定發展。中方願
同俄方一道，以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為根本
遵循，推動中俄關係和各領域合作邁上新台階。
米舒斯京表示，俄方願同中方繼續保持高度互信
的建設性交流，相信雙方達成的共識將有助於推
動雙邊合作邁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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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習主席都誇我們天水花牛
蘋果又大又紅。」剛剛收看完國

家主席習近平二二五年新年賀詞直播，還沉
浸在激動和喜悅之中的甘肅天水花牛蘋果種植
戶張斌，又接到了一個來自西安的電話，電話
那頭的經銷商又追加了一個新的訂單。「真是
雙喜臨門，元旦前幾天，我就銷售了兩千多
斤，現在基本沒庫存了。」張斌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自己從8年前開始種植蘋果，頭一年
沒有經驗，摸着石頭過河的他雖然忙得昏天黑
地，但果樹依然不見起色，「就像是雪中送
炭，剛好我們天水大力發展『花牛』蘋果產
業，政府不僅派了技術員，還在果園打了井、
開了路、通了電，第三年我的果園大面積掛果
後就賣了一個好價錢。」

如今的張斌買了車、蓋了樓房，過上了比
城裏人還城裏人的生活。在他看來，這一切

都和 花 牛 蘋 果 產 業 密 不 可 分 。 「 習 主 席
說，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
活是頭等大事。我們的蘋果產業和我們現
在的生活就是具體體現。」張斌說，在政
府的全力支持下，如今天水全市花牛蘋果
種植面積已發展到 78.9 萬畝，總產量 193 萬
噸。「就拿我今天的訂單來說，這幾天花
牛每斤都在 3 至 4 元，我今年的收入差不多
在 15 萬元左右。」張斌笑稱，他這樣的收
入在村裏只能算是中等，一些種植大戶年
入三五十萬輕輕鬆鬆。「習主席在新年賀
詞中誇我們花牛蘋果又大又紅，我們現在
的 日 子 也 如 同 蘋 果 產 業 一 樣 ， 又 紅 又
甜 。 」 張 斌 說 ， 按 照 目 前 的 產 業 發 展 形
勢，明年種植面積翻一番、產量翻一番、收
入翻一番，他充滿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甘肅報道
●在花牛蘋果產業的帶動下，甘肅天水當地民眾的生活又紅
又甜。 香港文匯報甘肅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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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和互聯網，發表二二五年新年賀詞。 新華社

花牛蘋果又大又紅 我們的生活又紅又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