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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 月 9 日给第 19 批援助中非共和国的中

国医疗队队员回信，向他们以及广大援

外医疗队员致以问候并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在中非克

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用心服务当地民

众，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也是传

递情谊的友好使者。今年是中国援外

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谨向正在和曾经

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同志们致以诚挚

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珍视生命，援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

希望你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

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

福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

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

出更大贡献。（回信全文另发）
援外医疗是我国援外工作的重要

内容。1963 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

第一支援外医疗队。60 年来，累计向非

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 76 个

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 3 万人次，诊

治患者 2.9 亿人次，赢得国际社会广泛

赞誉。目前，援外医疗队在全球 56 个

国家的 115 个医疗点工作，其中近一半

在偏远艰苦地区。近日，第 19 批援中

非中国医疗队的 11 名队员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信，汇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等情况，

表达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贡献力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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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批援中非中国医疗队的同志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你们在中

非克服工作生活上的困难，用心服务
当地民众，既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
使，也是传递情谊的友好使者。今年
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谨
向正在和曾经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
同志们致以诚挚的慰问。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命，
援外医疗就是生动的体现。希望你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不
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仁心仁术造
福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
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3年2月9日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习近平给援中非习近平给援中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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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许
可） 2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习近平指出，3年前，首相先生顶风

冒雪“逆行”访华，同正在抗击新冠疫情

的中国人民坚定站在一起。今年是中

国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也是中柬建交 65 周年。我很

高兴同你实现“三年之约”，在新春之际

共同开启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新时代。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柬埔寨

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

全，坚定支持柬埔寨平稳推进国内重大

政治议程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反对外

部势力干涉柬埔寨内政。中方把柬埔

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始终从全局

和战略高度规划和推进中柬各领域合

作，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同柬方共享机

遇、共谋合作、共促发展，携手构建高质

量、高水平、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命运

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

地区和平稳定发展贡献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双方可以从政治、产

能、农业、能源、安全、人文六大领域入

手，着力打造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

构。政治上，深化战略沟通，加强治国

理政经验交流，深化各渠道交往。产能

上，重点建设“工业发展走廊”。中方将

鼓励更多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兴业，助力

西哈努克省多功能经济示范区建设，支

持柬方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农业上，着

力建设“鱼米走廊”，开展临湖农业合

作。能源上，着力保障绿色发展，加大

对柬水电、光伏发电项目投入。安全

上，常态化开展联合严打跨境犯罪专项

行动，中方将继续向柬方提供扫雷援

助。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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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在春耕备耕的关键时
期，我省正式启动全省万名干部下乡
开展“一讲两稳三促”活动，万名干部
走向田野牧场、千家万户，把党的好政
策送到广大农牧民心坎上，把助农惠
农的好措施落实到田间地头，为做好

“三农”工作加油鼓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
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今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中

央农村工作会议着眼两个大局发出了
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省委农村牧区
工作会议要求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转化为青海“三农”工作的
生动实践。万名下乡干部使命在肩，
要宣讲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精神，宣讲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省
委十四届三次全会、省委农村牧区工
作会议精神，宣讲中央和省委1号文件
精神，宣讲我省农牧业农牧区改革发
展政策，特别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和
改进乡村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农牧区防疫等与农牧民切身利
益密切相关的政策举措原原本本宣传
到村社，增强农牧区干部群众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干劲，把党的“三
农”政策转化为广大农牧民建设美丽
家园的实际行动，为建设农业强国、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聚合力、添动能。（下转第二版）

本报评论员

团结带领农牧民群众团结带领农牧民群众
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投身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讯（记者 王臻） 2 月 10 日，

青海省万名干部下乡活动正式启动。

全省抽调的 1.3 万余名干部陆续入乡

进村，集中一个月时间进村入户开展

宣讲，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

今年的下乡活动以“一讲两稳三

促”（即：讲政策，稳增长、稳就业，促服

务、促生产、促振兴）为主题。讲政策，

宣讲党的二十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精神，宣讲中央和省委 1 号文件精神

等，特别是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促进农牧民增收、加强和改进

乡村治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农牧区防疫等与农牧民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政策举措原原本本宣传到村

社。稳增长，帮助村社开展撂荒地利

用、“非粮化”“非农化”整治，协助村集

体 经 济 组 织 进 一 步 盘 活 村 集 体“ 三

资”。稳就业，了解掌握农牧民就业、

失业、返乡、有意愿外出人员情况，广

泛宣传外出务工政策，引导农牧区劳

动力转变就业观念，引导农牧区劳动

力转变就业观念。促服务，掌握农牧

民新需求，深入开展帮扶活动，办好利

民惠农各项实事，为群众排忧解难。

促生产，帮助开展备耕春耕生产，帮助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促振兴，帮助村

社开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等政策的宣传和落实，

提升农牧民群众投身乡村振兴的信心

和决心。

为确保下乡活动取得实效，省委

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协调组，

统 一 协 调 有 关 事 宜 。 成 立 8 个 督 查

组，分片对全省开展万名干部下乡活

动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和面上督查。活

动要求重点村下乡干部以第一书记和

驻村工作队为主，不再另行抽人；凡驻

村干部尚未覆盖的村，保证每村 2 至 3
人。下乡干部要创新宣讲方式，做到

能进村、蹲得住、讲得透，感情上贴近

群众，生活上关心群众，工作上贴近实

际，与农牧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

搞特殊化，不给基层添麻烦增负担，做

到与群众身贴近、心相连、情相融。

青海万名干部下乡活动正式启动青海万名干部下乡活动正式启动

2 月 10 日，记者走进西宁市南川工业园区阿特斯

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质量

检测忙而不乱、产品入库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们拉晶、

截断、开方、平磨……专注地盯着屏幕认真操作，一旁

的架子上，刚刚出炉的单晶硅棒银光闪亮。各个岗位

上工作人员开足马力、争分夺秒，全力应战产销旺季，

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记者 李娜 魏雅琪 摄

↑工作人员对分段圆棒做加工前准备工作。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王 洲

开局之年的“开年第一课”，主题是“中

国式现代化”。

2 月 7 日上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环顾

会场，对为什么办班开宗明义：

“目的是促进高级干部带头深入学习

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二十大精神，进而推动全党全国人民把思

想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

党的二十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不仅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被定义

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同时也给出

了“顶层设计”。

“两步走”，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排

兵布阵：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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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浩荡，未来已来。

回溯大会闭幕至今的这一百多天，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的感言：“治理这样一

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

脚踏实地。”

登高望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再创

新，定向把舵、谋篇布局；脚踏实地，为中国式

现代化的实践再突破，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在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

我们一次次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从百

年党史的启迪中得出结论：“实践证明，中

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击鼓催征，一场远征正始于脚下。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是一次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探

索，是一场基于新时代特征的接续奋斗，是

一条充满实干兴邦精神的奋进之路。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下，赢得了伟大胜利和荣

光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

行进在不可逆转的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

历史的维度——
时间的流淌，沉淀着一

代代人的梦想和奋斗

世界东方，历经风雨，中华民族巍然屹

立。

漫长岁月 ，有荣耀辉煌 ，亦有霜刀雪

剑。

现代化，是曾在黑暗中跋涉的中国，梦

寐以求的曙光。一代代仁人志士上下求

索。

《建国方略》中，孙中山先生绘就了近

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第一份蓝图：修建 160
万公里公路、约 16 万公里铁路、3 个世界级

大海港，还有建设三峡大坝……在当时看

来，梦想的实现似乎遥不可及。

彼时彼刻，谁能想到，一个积贫积弱、

饱受欺凌的中国，能在一百多年里创造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现代化史上

的奇迹？

“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

2020 年秋天，“十四五”规划即将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到广东考察，参观汕头开埠

文化陈列馆，在《建国方略》相关规划图前，

驻足感慨。

今日中国，高铁飞驰领跑世界，公路纵

横牵起城乡，世界大港十之有七，数字经济

联通实体经济和消费，现代化程度远超当

初的设想。

百余年党史，一部推进现代化强国建

设的恢宏史诗。那些风云激荡的篇章，如

今读来，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干革命，改天换地。

自梦想起航的中国革命原点，到南昌

起义一声枪响，从井冈山上红旗漫卷，到

万里长征九死一生，再到抵御外侮、解放

全国……28 年艰苦卓绝。民族独立、人民

解放，“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

件”。

搞建设，自力更生。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化的差距昭示

着现代化的鸿沟。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研

讨班开班式上提到一代人的记忆：“当时，

我国一穷二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

都称为洋油、洋火、洋钉”。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1953 年，毛泽东同志初步提出实现“四

个现代化”的战略构想；

1964 年，周恩来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提

出：“把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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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中有丘壑，凿石堆山河。这一时期，

“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宝贵

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赶上时代。

1978 年的滚滚春雷，“开启了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长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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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康庄大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道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工作人员正在擦拭料筒。

开工加速度 企业生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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