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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临江”烈士陵园的前身是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我国东北时于1933年建立的供奉“天

照大神”的神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临

江人民群众捣毁，于1945年12月8日将为解放

临江牺牲的革命烈士安葬在这里，由此变为革

命烈士陵园。

1949 年 7 月 15 日烈士纪念碑建成。碑高

14.6 米 ，象 征“ 四 保 临 江 ”战 役 于 1946 年 打

响。时任辽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刘澜波同志为

建成的纪念碑题词：“为人民解放事业死难烈

士永垂不朽”。解放后，纪念碑经过修缮，正

面镂刻着红五星和毛泽东同志手书“人民英

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1995 年对烈士纪念

碑进行维修，形成了大理石贴面、花岗岩底

座，纪念碑正面镌刻着陈云同志的题词：“人

民烈士，浩气长存”。

1989 年 8 月，经国务院批准为第二批全国

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定名为“四保

临江”烈士陵园；1995 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百

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9年11月被国防

教育办公室确定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为更好地弘扬“四保临江”精神，宣传革命

烈士事迹，1992 年建成“四保临江”烈士纪念

馆。2005 年，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示，在原纪

念馆基础上改扩建成如今的“四保临江”战役

纪念馆。纪念馆由战前运作、战役详情和拥军

支前等8个展厅组成，馆内藏品千余件，有各大

军区提供的枪支、武器；从烈士陵园出土的烈

士遗物；参加过“四保临江”战役的老将军遗物

等。馆内以新颖的艺术形式和现代陈列手段，

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丰富的文物，系统展示

了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三下江南、四保临

江”的战斗场面，全面反映老区人民奋勇支前、

参军参战的无私奉献精神。

（来源：“四保临江”战役纪念馆）

自治区，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我国行政区划之一。我国共有五个自治

区，最早的一个——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于 1947 年 5 月 1 日，比新中国诞生

还早2年零5个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中共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曾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

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1923年，内

蒙古产生了第一批共产党人。史料显示，荣耀先、多松年、乌兰夫、李裕智、

奎壁、佛鼎等都在其中。到1925年，中共中央便成立由蒙古族党员组成的

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共武装力量在东北和华北占据很

大优势，从全国革命战略考虑，中共中央决定扩大东北、华北解放区，建立

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因内蒙古正处在两大解放区后方，解决好内蒙古问题，对全国革命具

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经慎重考虑，中共中央随后制定工作方针，于

1945年10月向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指示，明确提出“对

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

中共当时作出民族区域自治的决定，是经过充分的思想、理论、实践等

准备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系统研究国内民族

问题，并在伊克昭盟城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境内）和陕北定边等

地进行探索实践，形成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1947 年 4 月 23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今天的乌兰浩特市召开。5

月 1 日，会议选举产生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中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诞生。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朱德

还给会议发去贺电。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一贯重视，也

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举，为中国实

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实践范例，为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开辟了一条

正确道路。

此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西藏

自治区相继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写进中国宪法的基本政治制

度之一。

各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建设都取得了较快发展。各少数民族不仅能够在自治地方依法行使当

家作主的权利，而且能够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团结和谐的民族关系

更加巩固。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民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对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并始终

将“各族人民亲如一家”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

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各民族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努力

奋斗。”

面向未来，我们仍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

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让各族人民共创美好未来、共享中华民族新的

光荣和梦想。

(来源：中国新闻社)

江西省瑞金市沙洲坝大布村有一处占地面

积约 2000 平方米、土木结构的客家建筑，这便是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在战

火纷飞的年代，红色中华新闻台宣传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为夺取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1930 年 12 月，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在龙岗

战役中大获全胜，缴获敌人两部收报机、两个充电

机和一部发报机。接下来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

“围剿”胜利，红军又缴获一部功率一百瓦的电台

和许多新的无线电装备。

1931 年 2 月，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创办无线电

总队和红军通信学校等，培养了一批无线电和广

播技术专业人才，为后来创立苏区无线电新闻通

信事业以及广播电台奠定了基础。

1931 年 11 月“一苏”大会期间，为把大会盛况

及时传播出去，打击敌人、振奋民心，中共苏区中

央局决定设电台为大会播发新闻。为此，中革军

委专门调拨一部电台给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红

色中华新闻台。

红色中华新闻台业务归红色中华通讯社领

导，王诤担任首任台长。这标志着我们党第一

次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向全国人民传播革命

的佳音。

“一苏”大会闭幕后，红色中华新闻台播发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

全世界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国十月革命纪

念节于江西正式成立。”此后，红色中华新闻台向

外界播发大量电讯，让大家了解苏区、了解中国

共产党。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红色中华新闻台克服

困难，白手起家，积极开展多方面的广播业务：抄

收白区和海外播发的明码文字广播，将其编成国

内外新闻参考资料，供中央领导参阅；播发本台编

辑部或红色中华通讯社编写的重要新闻稿件，播

发党中央、中央政府或红军总部的重要宣言文稿

或领导人的重要讲话等；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

省苏区党政军组织及白区地下党和进步组织沟

通，抄收他们发过来的消息稿件，也向他们播发苏

区新闻材料；同时，新闻台还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

的一些广播器材和改进后可用的设备，在瑞金架

设有线广播。

1933 年 6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

员会作出关于召开“二苏”大会的决议，成立“二

苏”大会准备委员会。中央苏区大会的消息通报

有4种方式，其中排首位的就是“无线电台广播”；

对于其他苏区，也要“经过无线电台与他们发生联

系”。可见，电台广播是“二苏”大会消息的主要传

播形式。各地通过电台了解会议相关信息，及时

向瑞金报告参会准备情况。

当时的新闻台虽然还不等同于现代意义

上 的 广 播 电 台 ，却 能 有 效 地 将 中 国 共 产 党 和

红军的声音传播到各大苏区。时任红色中华

通讯社的编辑任质斌说：“每天以红中社名义

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

内 容 是 报 道 苏 区 建 设 消 息 、红 军 捷 报 或 苏 维

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值得一提的是，

国统区的地下电台也都能收听到来自瑞金的

红色电波。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

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长征初期，红色中华新

闻台仍然坚持新闻播报工作。后来，由于广播器

材供应不上，广播被迫中断，红色中华新闻台停

止工作。红军到达陕北后，于 1940 年建立延安新

华广播电台，由王诤继续负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的工作。

（来源：学习强国）

近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统筹好提

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

础。这一重要论述对做好经济工作导向鲜明、意义重大。

质量和总量，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当

前，我国正处在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阶段，必须辩证认识、科学统筹质量和总量的关系，坚持

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结合，把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

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结合，是时代所

需、现实所需。中国式现代化对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

规模都有很高要求。当前形势下，稳就业、防风险、惠民

生，有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

速，要牢牢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量的积累稳住经

济发展基本盘。同时，面对新的使命任务和新的发展环

境，要紧紧锚定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以质取

胜，不断塑造竞争新优势。

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结合，我们有基础

有条件有潜力。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拥有巨大的

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能力，要用好超大规模

市场优势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发挥好科技创新引领作

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更多世界

一流企业和领先技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齐

升、行稳致远。

坚持以质取胜和发挥规模效应相结合，需要坚持系

统集成、协同配合，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首

次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14年来首次转

向“适度宽松”、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部署的一系列举措，既着力稳

定预期、激发活力，稳定经济增长，又着眼长远发展，通

过深化改革释放发展潜力，提高发展质量，充分体现了

对“质”与“量”的科学统筹。

统筹好经济发展中质量与总量的关系，必须贯穿于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过程。坚持不懈、久久

为功，不断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将推动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

稳致远。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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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江溢彩，莲花绽放。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澳门

迎来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庆日子。

12 月 18 日至 20 日，习近平主席赴澳门，出

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

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

政区。

习近平主席高度肯定澳门回归祖国 25 年来，

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并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高度，作出一

系列新部署，为澳门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

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指明方向。

登高望远
更加积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有一处名为天沐琴台的

展示区，外形似一张古琴。南海风起，仿佛拨动琴

弦，奏响和弦。

“琴澳和鸣——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主

题展”展厅里，一张张照片、一幅幅图表、一件件实

物模型，生动直观展现了琴澳一体化发展情况和

近年来粤澳深度合作的阶段性成果。

12 月 19 日，习近平主席到这里考察，同参与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等各

方面代表亲切交流。习近平主席指出：“‘澳门+横

琴’正在成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实现国家高水平对

外开放的新平台。”

回首往昔，澳门的发展曾受限于“小”。仅有

30 多平方公里土地、60 多万人口，俗话说，桌子上

唱大戏——摆布不开。澳门，路在何方？

习近平主席指出：“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

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

台，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

略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在习近平主席关心支持下，澳门主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建设，发展空间大为拓展。

从《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

安排》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从推进中

国 与 葡 语 国 家 商 贸 合 作 到 参 与 共 建“ 一 带 一

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澳门，“一中心、一平

台、一基地”建设成效显著，国际大都市“金名片”

越擦越亮。

为了实现更好发展，习近平主席这次对澳门

提出了新期许——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全局和世界百年变局，紧跟时代潮流，进一步找准

自身定位，科学谋划澳门未来发展，更加积极主动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发展战略，在国际

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坐标中，澳门的目标定位愈加清晰。

海纳百川
更加开放包容、团结聚力

从空中俯望，澳门半岛宛如一朵莲花，伸展在

珠江口的万顷碧波之上。流淌在这座“莲花之城”

茎叶之间代代相承、永不停息的基因，便是“爱国

爱澳”。

“广大澳门同胞素有爱国传统，有强烈的国家

认同感、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这是‘一国两制’在

澳门成功实践的最重要原因。”对于这项澳门社会

长期坚持的核心价值，习近平主席高度肯定。

今天的澳门，几十家爱国同乡社团坚定文化

自信，用家乡情凝聚爱国心；澳门工联总会、街坊

总会、妇联总会等爱国骨干社团以及工商、侨界等

社团，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积极参与社会

治理，全方位提供社会服务，对弘扬爱国爱澳核心

价值发挥了积极作用。

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

设国家的有生力量。习近平主席始终心系澳门

青少年的发展，勉励他们继续传承爱国爱澳的优

良传统，为“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作出新

的贡献。

这次到澳门，习近平主席专门来到澳门科技

大学考察。在同学校师生和科研工作者亲切交流

时，他鼓励大家“树立远大理想，与祖国共命运、与

时代同步伐，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主席再次提起广大青年，希望他们心系澳门、心系

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

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

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

对澳门更好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

习近平主席提出新的殷切期望——

“要在爱国爱澳旗帜下更加开放包容、团结聚

力，广纳天下英才，共建美好澳门。”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

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让‘中国香港’、‘中

国澳门’国际大都市的品牌更加靓丽。”

“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

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

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

海纳百川的澳门，正书写日新月异的“濠江

故事”。

锐意进取
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

固才能枝荣。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

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

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

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

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

期坚持。”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主席深刻总结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实

践经验，第一条就是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

之利。

2023年，澳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回归前的7

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澳门回归

祖国 25 年来，社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经济实现

跨越式发展，居民生活持续改善，国际影响力和国

际知名度大幅提升。

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澳门的成功实践是

“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生动显

现。对“一国两制”坚信而笃行，确保“一国两制”

实践不变形、不走样，正是澳门的“成功密码”。

富不可自满，安不可忘危。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

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

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更大贡献，是新

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

习近平主席寄语澳门“要展现更大魄力，勇于

变革、敢于创新，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

开创澳门发展新局面”。

有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有祖

国内地的大力支持，广大澳门同胞团结齐心、共同

奋斗，必将创造澳门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回归祖国25载的“澳门号”列车驶入发展的快

车道，正在奏响新时代的濠江之歌。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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