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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75 周年华诞。

这 75 年，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时间历史”

中，注定是一段壮丽的“历史时间”。

对于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邃的

思考和深刻的自觉：以大时间观思考过去

现在未来，于长时间轴谋划治国理政，用辩

证法把握运用时间，将宝贵时间献给祖国

和人民⋯⋯

时光无言，映照赤诚初心，绘就恢宏

史诗。

（一）“我无时无刻不提醒
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北京中轴线，犹如一条历史之脊纵贯

古今，天安门广场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巍

然矗立。

1949 年 9 月 30 日，开国大典前一天，

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2014 年 8 月，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纪念碑奠基日确定为人民共和国的烈士

纪念日。

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会来到这里，怀着崇敬的

心情拾级而上，沿着基座缓步绕行，瞻仰人

民英雄纪念碑。

纪 念 碑 基 座 上 的 浮 雕 ，仿 佛 凝 固 的

时间——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

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

胜利渡长江⋯⋯

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

的目光，那些慨然前行的身躯，清晰刻画出

一个伟大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

气质。

历史，并非直线匀速行进的时间过程。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

日子里，“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

无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近代以后，

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

了，因此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

迫感、时代感。”

天地转，光阴迫。天翻地覆慨而慷。

30 多年前，在《摆脱贫困》的《跋》中，

习近平同志这样写道：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

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

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

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尽短时间”，“尽短时间”⋯⋯从中，我们不难读出一种

追赶时间的“紧迫感、时代感”。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考量——

2012 年 11 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基

本陈列。

驻足于时间的长卷，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梦”点明近代

以来中国人民的奋斗主题。这一响亮的宣示，极大激发了人

们创造历史伟业的主动精神。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

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

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动人力量——

2016年盛夏，贺兰山畔。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考察。员工们涌到高高的作业平台上，齐声向总书记

问好。

热情洋溢，感人至深。

总书记触景生情，对大家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

华民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

国梦”。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

大。“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

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

样一种历史感⋯⋯”

历史的厚度，决定了攀登的高度。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

远意涵——

2024 年金秋，秦岭脚下，高台门阙式

的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气势恢宏。

博物院内，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前，

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沿着玻璃展柜缓

缓环绕一周，久久注视。

何以中国？

三千多年前，“中国”镌刻于何尊内底；

三千多年后，“中国”镌刻在每一个华夏儿

女 的 心 底 ，成 为 我 们 的 自 信 之 基 、力 量

之源。

（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这就是时间感呐！”小兴安岭深处，

久久 仰 望 一 棵 擎 天 红 松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感叹道。

湘江之畔，广西毛竹山村 800 多年的

酸枣树，他看了又看：“我是对这些树龄很

长的树，都有敬畏之心。”

蜀道蜿蜒，参天古柏下，他驻足凝望：

“在这里可以得到很多启示，挖掘出很多意

义，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由树而观时间、思当下、谋未来。今

日的中华大地上，历史与空间的经纬交织

中，长时间维度、大历史格局鲜明而深刻。

从治水观治国：“历史上很多兴和衰都

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丰，

必须善于治水。”

2024年 9月，站在“黄河第一桥”中山桥

上，习近平总书记凭栏远眺、凝神沉思。上

游的甘肃兰州，中游的河南郑州，入海口的

山东东营⋯⋯这些年，他一次次驻足于黄

河之畔、擘画大河之治。

10 多年间 30 多次深入沿黄省区考察，

5 年间接续主持召开 3 场专题座谈会，胸怀

的正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

展的千秋大计”。

保护与发展、当下与长远，抉择无时

不在。

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为的是一江碧水浩荡东流；

以“百年大计”的眼光谋划教育强国建设，

为的是确保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本着对民族和历史负责的

态度，以“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气魄起笔雄安新区⋯⋯时

空格局的宏阔，决定了时代蓝图的壮丽。

新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

走过的发展历程。置身“压缩时空”，人们对发展的期盼尤

为迫切。

上世纪 90 年代，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经过深入调

研、反复酝酿，主持编制了《福州市 20 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设想》，系统谋划了福州 3 年、8 年、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

标、步骤、布局、重点等，被称为“‘3820’战略工程”。

当地干部评价：“一任市委书记也就5年，习书记却做 20 年的

规划，谋划福州跨世纪发展。”

对此，习近平同志有着深远思考：“一个城市的发展，不

仅要考虑中长期 10 年、20 年的发展目标，还得考虑到要有远

期 30 年、50 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目标⋯⋯”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

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邓小平同志 1992 年南方谈话

中提出的这个时间节点，萦绕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脑海中。

（下转第二版）

全面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

升耕地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提

出，耕地整改恢复要实事求是，尊重规

律，保护农民合法权益，适当留出过渡

期，循序渐进推动。

该举措针对的是一些地方在整改

耕地“非粮化”中的简单化、一刀切做

法。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分

类稳妥开展违规占用耕地整改复耕，细

化明确耕地“非粮化”整改范围，合理安

排恢复时序。

耕地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耕

地保护放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中考量，落实好主体功能

区战略，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同时，应协调平衡好耕

地保护、经济发展和农民收益三者关

系，尊重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充

分调动各类主体保护耕地积极性，形成

合力。为此，应坚持系统推进，从全局

思路做好耕地保护工作。

保数量。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

2021 年以来，全国耕地总量增加 1758 万

亩，连续 3 年实现净增加，遏制了耕地持

续多年减少的态势。特别是去年，南方

省份净增加 739 万亩，扭转了耕地“南减

北增”局面。但要充分认识到，耕地总量

由减到增的基础尚不稳固，要坚决稳住

耕地总量，逐级分解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任务，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落

实到地块并上图入库。持续优化耕地布

局，南方省份有序恢复部分流失耕地。

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省级党委

和政府对本省域内耕地保护负总责。

提质量。要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 大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投 入 和 管 护 力

度。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

检验体系，确保高标准农田建一亩成一

亩。高标准农田统一纳入全国农田建

设监管平台，确保各地已建高标准农田

不减少。同时，加强耕地灌排保障体系

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强退化耕

地治理，完善耕地质量建设保护制度等。

优用途。改革占补平衡管理方式

要算大账，将非农建设、造林种树、种果

种茶等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

地占补平衡管理。补充耕地要坚持以

恢复优质耕地为主、新开垦耕地为辅的

原则，坚持“以补定占”，在实现耕地总

量动态平衡前提下，将稳定利用耕地净

增加量作为下年度非农建设允许占用

耕地规模上限。同时，还应加强对补充

耕地主体补偿激励。各类非农建设、造

林种树、种果种茶等占用耕地的，必须

落实补充耕地责任。

此外，还应持续提高种粮农民收

益，调动农民保护耕地和种粮积极性。

充分调动地方抓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

的积极性，形成粮食主产区、主销区、产

销平衡区耕地保护合力。

□ 金观平

胡辣汤里的红火生意
——假期市场热点见闻①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国庆节当天，清晨天还没亮，位于

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金山路

上的闪家胡辣汤总店已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

临近早上 6 点，店里迎来第一拨客

人。店主闪镇元手持一把大木勺，在胡

辣汤锅里轻搅几下，抬手一舀，一碗热

香四溢的胡辣汤就被端到顾客跟前。

“一天下来，营业额能超过 8000 元，国

庆假期这几天可能破万。”闪镇元告诉

记者。

闪镇元的老家——舞阳县北舞渡

镇，古称定陵，有着悠久历史。闪镇元

的祖上精明能干，研制出了深受大众喜

爱的闪家胡辣汤。到闪镇元这一辈，已

经是第五代了。

“我家是平顶山的，这里的胡辣汤

比较有名，我今天专门开车带家人过来

尝尝。”正在店里就餐的顾客刘国良告

诉记者。

上午 10 点，与闪镇元的胡辣汤店

一路之隔的北舞渡镇丁国华胡辣汤店

里也人声鼎沸。“我爷爷原来在漯河市

区人民路卖胡辣汤，当时是计划经济

年代，那时人们都是拿饭票购买。”58 岁

的丁国华正在柜台前给顾客盛汤。他

告诉记者，自己十五六岁就跟着父亲卖

胡辣汤，后来在北舞渡镇开办了以自己

名字命名的胡辣汤店。

“这个手艺是个辛苦活。”丁国华告

诉记者，北舞渡镇距离许昌、驻马店等

城市都不远，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货车

司机和游客经过这里。为了给奔波的

人们提供早点，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丁

国华和他的家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一碗色鲜味美的胡辣汤要经过煮

肉、洗面筋、熬制高汤等多道工序，再加

入秘制汤料，精心烹饪，直至汤色凝重、

香味浓厚，才可以起锅。“听说北舞渡胡

辣汤正宗，很多外地人开着车跑几百公

里来这里品尝。”丁国华告诉记者，北舞

渡镇的胡辣汤还带动了油酥火烧、羊肉

烧卖、卷子馍等特色小吃火起来了，成

为中原地区美食云集之地。

北舞渡镇不到 1 公里长的金山路，

汇集了闪记、李记、宛家等 10 余家胡辣

汤 店 。“ 我 家 从 太 爷 开 始 就 卖 胡 辣 汤

了。”在金山路老宛家胡辣汤店，37 岁的

宛利民正将一勺勺新鲜的胡辣汤倒入

一个 10 升装的大壶里。“这是给亲戚带

的，他们跟我说好几次了，去家里一定

要捎上一壶北舞渡镇的胡辣汤。”距离

北舞渡镇 40 公里外漯河市区的顾客张

天伟告诉记者，今天他要去南阳亲戚

家 串 门 ，专 门 拐 到 这 里 买 上 一 壶 胡

辣汤。

“我记得父母最开始是在路边摆

摊，每月还要到附近村庄赶会，拉着架

子车走几十里地是常有的事。”父母吃

苦 耐 劳 的 品 德 激 励 着 宛 利 民 不 断 前

行。接手门店后，宛利民一直思考如

何在坚守中发展。“在不改变传统制作

流程的前提下，我试着调整香料配比，

略微减少花椒、辣椒的用量，让口感柔

和一些，更适合老人和孩子喝。”宛利

民说。 （下转第二版）

在全党全国人民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以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历史节点，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75 年来，我们党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经风雨洗礼、走

过峥嵘岁月，经过艰辛探索，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回顾伟大历程、总结

宝贵经验，对我们更好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

有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

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

成果，承载着和代表了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孜孜以求的梦想。中华民族具有五

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曾长期走

在世界前列。到了近代，由于实行闭关

锁国政策，错失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机

遇，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

下逐渐走向衰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在各种探索中国现代

化道路的努力都失败后，这一重任历史

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

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战，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

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

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此后的 75 年来，

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探索中国

式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启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

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

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实行改革开放，

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

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党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

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团结带领人

民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迎 难 而 上 、守 正 创

新，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

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中国式现代化波澜壮阔的探索

历程中，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始终保

持清醒头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显著优势，及时提出努力把我国逐

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

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

会主义强国的奋斗目标，始终强调要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

道路。尽管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党领

导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一以

贯之，不断取得重大成就。我们党形

成并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团结带领人民大力推进实践

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

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实现了从生产

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

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

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

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在

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进一

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

的认识，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

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

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我们党在战略上

不断完善，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

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明确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深入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为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我

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实践上不断丰富，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

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胜

利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党确

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为中国式

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

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

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

75 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取得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巨大成就、创造了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积累了极

其丰富的宝贵经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了深刻启迪。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
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拥有团结奋斗的强
大凝聚力和坚定的发展自信心。中国

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

化的根本性质，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

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75

年的探索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

导落实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各领域各

方面各环节，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

社会主义性质、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

远，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建设中国式现

代化的强劲动力、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的磅礴力量。

——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轨
道上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

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

情的鲜明特色。这个特色的根本就在

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性

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

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75 年的

探索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始终不渝坚持

道不变、志不改，才能把国家和民族的

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才能坚持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才能保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耐心，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下转第三版）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成就经验
张贺福

10 月 1 日上午，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润泉湖公园广场，张掖水兵舞艺术团表演舞蹈节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 75 周年

华诞。 王 将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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