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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新华社北京 3月 15日电 3月 16日

出版的第 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文章指出，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

标，切实抓好农业农村工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农业强国，是

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强国必先强农，

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

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

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必

须把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摆上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位置。建设农

业 强 国 ，基 本 要 求 是 实 现 农 业 现 代

化。我们要建设的农业强国、实现的

农业现代化，既有国外一般现代化农

业强国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中国特色。 （下转第二版）

在稳中求进中实现战略目标

—
—

二论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评论员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

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越是

遇到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越要

牢牢把握这个总基调，更好平衡稳与进的关系，

这是我们党驾驭经济工作成功实践的重要经

验，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上强调“稳

中求进、积极作为”作出的鲜明指向。我们务必

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向着伟大

目标笃定前行。

数据显示，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

上月上升 2.5 个百分点，连续位于扩张区间，

工业企业生产恢复加快；前两个月，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达 7706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5% ，

扭 转 了 2022 年 10 月 以 来 连 续 3 个 月 下 降 的

趋 势 ，在 上 年 同 期 较 高 基 数 基 础 上 持 续 恢

复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折射出高

质量发展取得的新进展，这要求我们一方面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更好支撑经济回稳向上；另一方

面我们也要深刻把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

刻复杂变化，把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意外情况

的预案做得周密一些，确保在风险可控范围

内实现发展目标。

稳 是 大 局 ，稳 有 重 点 。 稳 增 长 是 主 要 目

标，要努力在提高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保持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就业是重要基础，要落

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充分激发经营主体活

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稳物价是关键环节，要加快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确保粮食能源等重要民生产品的保供稳

价，也要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

来的影响。在经济恢复基础夯实过程中，着力做好三个

“稳”，就抓住了稳定经济大盘、打牢高质量发

展基础的关键。

进必向上，进有重心。只有以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加快形成可持续的高质

量发展体制机制，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这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大力提振发展信心上积极作为。增加收

入扩大消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房地产市场平

稳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营造一流营商

环境⋯⋯一系列缜密部署，紧紧抓住影响我国

发展预期和市场信心的关键问题，旨在有效破

解阻碍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难点、堵点、痛点，进

一步激发“进”的动能。

稳得有定力，进得有章法，对治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能否保持政策连续性针对性、如

何增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成效、怎样形成共促

高质量发展合力，要靠实践检验，用事实说话。

而这又何尝不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发展定力的考

验！政绩观和发展定力密切相关。没有正确的

政绩观，就容易有不顾一切大干快上的冲动，甚

至以“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换取经济短期增

长而损害长远发展。积极作为，不是盲目作

为。“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

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再叮嘱，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干

事创业既要有正确的政绩观，也要有科学的工

作方法。

起步决定后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

的系统性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唯有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一切从实际出发，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在稳中求进中行

稳致远，不断开辟伟大事业的新局面。

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
蔡奇出席

新华社北京 3 月 15 日电（记者王宾）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

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他强

调，面对一系列现代化之问，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程

的重要力量，有责任作出回答。中国共产党将始终把自身命运

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

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

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曲折起伏，各国探索现代

化道路的历程充满艰辛。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

加，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

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又一次来到历史

的十字路口。为此，他提出 5 点主张：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

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要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探索现代化道

路的多样性；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

性；要弘扬立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要保持

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

习近平指出，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

的梦想。中国共产党 100 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

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

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

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

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

大同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

全球发展繁荣。我们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扩大高水

平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

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

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

场和中国需求。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

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

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们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全球发展倡议落地，培育全球发

展新动能，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

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

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我们倡导以

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

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世界不需要

“新冷战”，打着民主旗号挑动分裂对抗，本身就是对民主精神

的践踏，不得人心，贻害无穷。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

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

人类文明进步。当今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道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承。人类社会创造

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

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

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

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习近平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

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

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习近平提出全球

文明倡议。

——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我们要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要以宽广胸怀

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模式

强加于人，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我们要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

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

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要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

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丰富交流内容，拓展合作渠道，促进

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加强政党交流合作，携

手共行天下大道。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深化交往，不断

扩大理念契合点、利益汇合点，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助力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完善全球政党伙伴关系助力深化拓展

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共产党愿继续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一

道，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习近平最后指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征程难免遭遇坎坷，

但前途终归光明。中国共产党愿同各方一道努力，让各具特

色的现代化事业汇聚成推动世界繁荣进步的时代洪流，在历

史长河中滚滚向前、永续发展！（讲话全文见二版）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总统拉马福萨，南苏丹苏丹人

民解放运动主席、总统基尔，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总

书记、总统奥尔特加，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主席、总统马杜

罗，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

总理奥云额尔登，东帝汶人民解放党主席、政府总理鲁瓦克，巴

布亚新几内亚潘古党领袖、政府总理马拉佩，格林纳达民族民

主大会党领袖、政府总理米切尔，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

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哈萨克斯坦“阿玛纳特”党主席科沙诺

夫，多哥保卫共和联盟总司库、国民议会议长采冈等在对话会

上致辞，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

开，热烈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热情赞誉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积

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旨讲话中提出的政策主张，表示愿同

中国共产党一道，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好引领和推动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对话会，

并作总结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系统阐

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出了全球文

明倡议，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一道，推进具有本国

特色的现代化事业、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直面人类共同挑战

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

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

织共同担负起探索现代化道路、推动文明进步的政党责任，在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携手同行。

王毅、尹力、李书磊、秦刚等出席对话会。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以“现代化道路：政党

的责任”为主题，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个政党和政治组

织的领导人出席会议。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

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刘 彬摄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

现代化之路》的主旨讲话。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

重要讲话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信心满怀奋进新征程
连日来，社会各界深入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

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广大代表委员和

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只

争朝夕的昂扬斗志、守正创新的实干精

神，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

砖加瓦、增光添彩。

鼓舞人心 宏伟目标催人奋进

“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

任务。”习近平总书记的铿锵话语，吹响

奋进新征程的号角，激发共创伟业的

力量。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

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代表激动不已：“我

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航掌舵下，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

迈得更大、更远。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