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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 新要求新理念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新名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现上海市兴业路 76 号）是介绍

中国共产党诞生史迹的革命旧址纪念馆。1952 年 9 月，中共一大会址修复，建

立纪念馆并对外开放。1961 年 3 月，国务院公布中共一大会址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纪念馆由“一大”会议室、中共创建史陈列室和革命史专题临时

陈列室 3 部分组成。“一大”会议室位于兴业路 76 号底楼，家具与物品均按当

年原样陈列。中共创建陈列室有历史文献、文物和照片 170 余件，陈列内容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及其活动、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曾分别举办过毛泽东、周恩来在上海的史

料展览。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1920 年秋至 1921 年春，上海、北京、长沙、济南等地

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此举行，出席会议 13 人，代表全国 53 名党员。为避开法租界巡捕房注

意，最后一天（31 日）大会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大会

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工作任务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外景。

（图片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红色记忆

党岭雪山，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丹东镇，是红军三大主

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雪山，其主峰夏羌拉海拔 5470 米，山上终年积雪、空

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人迹罕至，在附近百姓心目中，就像一道噬人生命

的鬼门关。

主力红军翻越雪山之际，正是康藏高原上最冷的时候，山上气温常在

零下30至40摄氏度之间。严寒给来自海拔较低地区缺乏御寒装备的指战

员们带来巨大困难和较大伤亡。

然而，英勇的红军指战员发扬不怕艰难困苦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将

雪山踩在脚下，许多能征善战的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埋骨于巍巍雪

山间，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战士刘志海所在的前卫营接到立即翻越党岭

雪山的命令。军队立即整装出发，行到半山时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天色渐

暗，战士们手中的火把成为盘旋在山脊上的火龙，在烈风大雪中坚毅前进。

前进、前进……随着海拔升高，战士们陆续出现高原反应，呼吸困难、

头痛欲裂、四肢无力。就在此时，狂风席卷着碎石如猛兽般袭来，重重地

击打在战士们快冻僵的身上，锥心之痛瞬间蔓延全身。

前进、前进……前面有同志倒下了，刘志海急忙赶上前去，却栽倒在雪

坑里，身体无法挪动，意识也渐渐模糊起来，心跳急速加快。在此状况下，

刘志海拼尽最后一点力量，将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攥在手中，高高举起，

希望后来的战友能看见。

随后，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率领红军的一支部队到达党岭

山。翻山途中，吴先恩注意到道路两旁散落着大小不一的雪包。他知道，

这都是牺牲的革命战友，以雪为被，永远地留在了前进道路上。热泪模糊

了双眼，他放慢脚步，往前仔细搜寻，希望还能找到生还的战友。然而，奇

迹并没有发生，他悲痛难掩、泪光闪烁。

没走多远，一座雪堆吸引了他，远看，这个雪堆上高出了一截。吴先恩

踉跄着冲上前，扒开雪堆，只见掩埋在雪堆里的战士早已牺牲，一只胳膊

冻得发紫发硬，冰冷的拳头里紧紧攥着什么东西，高高地举着，像一根旗

杆在风雪中岿然屹立。

吴先恩用力掰开这名红军战士紧握的拳头，看见一张党证和一块银

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

吴先恩恍然大悟，在这生死一线的雪山之巅，破旧的党证、斑驳的银

元，象征的却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的组织意识和党性观念！他眼里噙满

了泪水，望着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气，郑重地取过刘志海的党证和银元，将

他的遗体用雪掩埋好。临行前，低头对他承诺道：“志海同志，你的党证和

最后一次党费，我一定替你转交给党。安息吧，同志！”

（来源：学习强国）

雪山上的党证

理 论 导 读

学习时评

“管得太严，干事放不开”“干多错多，不如不

干”……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总的是积极主动的，

但也有极少数人或为不担当作为找借口，或担心动

辄得咎而瞻前顾后，不敢放手大胆干事。这是对党

规党纪的误读，在认识上也存在偏差。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

活会上深刻指出：“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

有保障激励作用。”这一重要论断正本清源，让干净

干事的干部吃下“定心丸”。

党纪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对于意志不

坚定、易受腐化侵扰的人来说，党纪就是高压线、禁

区、雷区。对于干净想干事的人来说，党纪就是安

全防护栏。只要在安全线内行动，就有干事创业的

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

党规党纪决不是“束手束脚”的借口，反腐败决

不是“不敢干事”的理由。对腐化堕落的腐败分

子，决不会手软。对干净干事的同志，一定会坚决

呵护。

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十分繁重。要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党更加坚强有力、充满生

机活力。树立鲜明导向，为遵规守纪、敢于担当作

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形成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生

动局面。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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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破旧立新都是一个巨大挑战。接受挑战的

不仅是众多的劳动者和广大企业、企业家，也包括政府，还有在传统发

展方式下形成的思维模式。这一过程通常也伴随着社会矛盾多发。只

有顺应变化并科学积极应对，才能在转型发展中赢得主动。那些成功

跃升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后，都经历过较长一段时

间的不断探索和反复尝试。总的来看，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不同经济体

的方式方法存在差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更好发挥了政府和市场

“两只手”的作用：既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包括减少政府对市场的

直接干预、建立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等；也调整政府职能，更好弥

补市场失灵，包括加大对教育和科技的支持、加强宏观调控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立足我国国

情，充分吸取借鉴国际经验和教训，体现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能够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防范化解重

点领域风险取得积极进展，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当前，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

策，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从世界范围看，像我国这样一个

超大规模经济体在先立后破中平稳有序推动发展动力转换，是十分

了不起的。 （来源：学习强国）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时光打马而过。2024年最后一天，北京时间晚

上 7 点，习近平主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

网，连续第12年发表新年贺词。

河山添锦绣，星光映万家。伴随着温暖而坚定

的讲述，习主席把我们对于家、对于国、对于世界的

诸多关切，娓娓道来。

新年贺词里，有风雨彩虹

“不平凡”，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这样表述

2024年。他在开篇说，“2024年，我们一起走过春夏

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一个个瞬间定格在这不

平凡的一年，令人感慨、难以忘怀。”

“风雨彩虹”，是“不平凡”的注脚。外部压力加

大、内部困难增多，中国在2024年面临复杂严峻形势。

风雨之后见彩虹。几天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民主生活会作出判断，“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

形势带来的挑战，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在新年贺词中，习主席指出，我们积极应对国

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出台一系列政策“组合

拳”，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回暖向好，国

内生产总值预计超过130万亿元。

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单”。从“我们因地制宜

培育新质生产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竞相涌现”，

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 1000 万辆，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取得新成果”……一

系列的“新”见证了一个经风雨、壮筋骨的中国。

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说，“前行路上，

有风有雨是常态。”

习主席前不久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当

前，我国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必须高度

重视，切实加以解决。”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自觉

用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

统一行动，既把握大势、坚定信心，又正视困难、保

持清醒。”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对此又做了深入

分析：“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情况，有外部环境

不确定性的挑战，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这些

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洗

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大家要充满信心。”

团结就是力量，信心赛过黄金。

新年贺词里，有大事小情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等大事。”从年初到年尾，习近平主席对“头等大事”

始终系挂心间。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回顾这一年来他

到地方考察时，看到大家生活多姿多彩。从甘肃天

水的花牛苹果，到福建东山的澳角渔村，从天津古

文化街，到银川多民族社区……步之所及，挂念于

心。习主席说，对大家关心的就业增收、“一老一

小”、教育医疗等问题，我一直挂念。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新年贺词中，

习主席谈起一年来的“民生答卷”：基础养老金提

高了，房贷利率下调了，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便了

异地就医，消费品以旧换新提高了生活品质……

大家的获得感又充实了许多。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说，“我们的目标

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

好的日子。孩子的抚养教育，年轻人的就业成才，

老年人的就医养老，是家事也是国事，大家要共同

努力，把这些事办好。”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再次谈起这一桩

桩一件件：“家家户户都盼着孩子能有好的教育，老

人能有好的养老服务，年轻人能有更多发展机会。

这些朴实的愿望，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要

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

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

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新年贺词里，有血脉传承

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习近平主席在

新年贺词中谈及这件大事。他说，“我们隆重庆祝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深情回望共和国的沧桑巨变。”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

这一年，从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到甘肃天

水麦积山石窟，从安徽桐城六尺巷，到湖北云梦县

博物馆，习主席一次次踏访文博单位，纵览中华文

明之光。他强调，要让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

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说，“从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

‘何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

何尊，正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国宝级文物。

内底铭文中的“宅兹中国”四字，是迄今为止“中国”

一词的最早记载，也是刻骨铭心的“中国”印记。

2024 年是澳门回归祖国 25 周年。习主席在新

年贺词中谈到年底的澳门之行。他说，我们将坚定

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

荣稳定。

习主席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无法割断

我们的血脉亲情，谁也不能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

大势！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招待会

上，习主席的一段讲话掷地有声：“台湾是中国的

神圣领土，两岸人民血脉相连、血浓于水。”“实现

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

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历史的车轮谁都

无法阻挡！”

新年贺词里，有人类命运

习近平主席每年的新年贺词，都是对于世界的

深情告白。

在 2024 年新年贺词中，习主席说，“当前，世界

上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战火硝烟之中。中国人民深

知和平的珍贵，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人类前

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时隔一年，战火硝烟仍未消弭，世界动荡不安、

冲突频发，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年，中

国不仅发展自己，也积极拥抱世界，担当大国责任。

在 2025 年新年贺词中，从“积极推动全球治理

变革，深化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到“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再到“鲜明提出中国主

张，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主席

回顾了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平凡的历程。

大国之大，在于胸襟大、格局大、担当大。

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

速演进，需要以宽广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博大

情怀关照人类命运。他说，中国愿同各国一道，

做友好合作的践行者、文明互鉴的推动者、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

未来。

新年贺词里有风雨彩虹，彰显中国信心。新年

贺词里有大事小情，印照中国初心。新年贺词里有

血脉传承，昭示爱国之心。新年贺词里有人类命

运，传递中国“同球共济”之心。

何以中国？是以中国！

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说，梦虽遥，

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

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

贵，每一束光芒都熠熠生辉。”

星光不问赶路人。新的一年，致敬这片土地上

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从习主席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里，读懂“何以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我们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

就是要靠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科学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

署，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可行，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

动力和制度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改革开放

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我们党一以贯之把改革

开放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坚决破除妨碍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

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是我国改革开放

历程中最壮丽的篇章之一。40 多年来，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三步走”

战略安排，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和拓展，在新时代进一步开拓、创新

和升华：我国先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解决了温饱问题、在 21 世纪初

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进而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继续

奋斗；党的十八大以来启动并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并不断完善这

个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也是我国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实践

证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开放是把握经济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之举。我们党坚

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坚持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不仅

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也给世界提供了更多共同发展的机

遇。实践证明，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把人民至上贯彻到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

成果，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的关键所在。实践证明，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来源：学习强国）

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