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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百年风华正青春 红色薪火
永相传》）

辽宁作协组织引导全省作家和文学爱
好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创作活动，传承红
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百年颂——百名作家
百年礼赞》是辽宁作协为献礼建党百年重
点推出的散文集，收录了百名辽宁省内外
作家重温党的百年岁月的作品，全面展示
了辽宁这块红色土地过去的辉煌与荣耀，
展望了新时代辽宁的新面貌、新气象。辽
宁作协还推出以书写辽宁党史为主题的
《世纪芳华·辽宁颂》散文集，并重点推出老
藤的《北地》、李铁的《锦绣》、津子围的《北
上》三部作品，为党的百年华诞留下了独特
的文学记录。同时，辽宁作协在沈阳举办
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创作
座谈会，组织知名作家、评论家围绕《百年
颂——百名作家百年礼赞》和周建新的长
篇报告文学《静静的鸭绿江》、刘长富的长
篇纪实文学《铁血旅顺》展开交流研讨。此
外，辽宁作协还积极推进“新时代、新文学、
新长征”志愿服务基层——公益大讲堂活
动，组织作家先后赴辽阳市、阜蒙县，针对
基层作家创作过程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现场
讲授、指导和解答。

吉林作协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与文学
创作深度结合，积极探索书写党的光辉历
史、记录党史人物辉煌历程的有效举措，取
得了良好成效。金伟信历经20余年研究
创作，以丰富的细节和有质感的语言创作
了长篇小说《塑像》，展现了马骏等吉林省
第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不畏牺牲、
勇于奉献的伟大精神。张贤达创作了长篇
报告文学《两万干部进东北》，真实生动地
书写了解放战争时期两万干部在东北的奋
斗历程，再现了那段艰辛斗争的峥嵘岁
月。李发锁创作了抗联题材纪实文学《大
风大雪》，讲述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抗日
联军英勇悲壮的历史和抗联将士可歌可泣
的战斗故事，展现伟大的抗联精神，赓续红
色血脉。此外，吉林作协还组织多位作家
开展党史题材文学创作，“庆祝建党100周
年系列吉林文学丛书”陆续问世，向建党
100周年献礼。

为展现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
路蓝缕奠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百
年征程，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创作引导的职
能作用，黑龙江作协日前在哈尔滨举办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研讨
会。研讨会围绕张雅文的人物传记《为你
而生——刘永坦传》、王鸿达的长篇小说
《父亲的入党申请》、鱼人二代的长篇小说
《故巷暖阳》、宋成君的长篇小说《我的建
北》、董岐山的报告文学《冲天》等文学作品
展开研讨。与会评论家采取一对一的形式

进行了点评，认为这些作品展现了不同阶
段的党史和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的建设者
的人生历程，从中可以看出几位作家对现
实题材创作的精准把握和文学创作的深厚
功底，感受到他们对党的热爱和歌颂、对祖
国建设者的崇敬和礼赞。黑龙江作协一级
巡视员司兆国表示，希望广大作家努力创
作出更多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广大评论家
真正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助推龙江文学
从高原向高峰迈进。

上海文学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座谈会日前在上海作协举办。老中青
三代沪上作家各抒心声，以热诚言辞回顾
党的领导下自己走过的创作历程。近年
来，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推进现实题
材等重点文学创作、培养各方面的文学优
秀人才、进一步夯实老中青作家梯队实力
的同时，上海作协也在推进文学公共服务、
建设文学活动平台、增添城市文学氛围、拓
展文学内外交流和团结凝聚新文学群体等
方面，丰富了上海文学事业发展的内涵。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说，上
海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学传统。在庆祝建党
百年的重要节点，要进一步明确新时代赋
予文学的新遵循、新任务，体现出推进文学
事业持续繁荣发展的新担当、新作为。此
外，上海图书馆和上海作协共同举办了“跨
越世纪的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原创诗歌朗诵会”，会上所朗诵的
诗歌都是从上海作协组织优秀诗人集中创
作的一批回顾、展示和讴歌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的长诗中选出来的，由上海著名朗诵
家倾情演绎。

近日，以“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为主题
的第四届扬子江诗会诗歌朗诵会在南京举
行。本次朗诵会由江苏作协和南京晓庄学
院主办，扬子江诗刊、南京晓庄学院党委宣
传部承办。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
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党组书记汪兴国等
700余人参加朗诵会。朗诵会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题，精心选取
了14首优秀的主题诗歌作品。在知名朗
诵家的现场演绎下，这些饱含岁月力量的
诗歌形象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
的不懈奋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设史。
朗诵会还对“辉煌的历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大赛”的获奖诗人
进行了颁奖。江苏作协召开全体党员大
会，表彰获得年度优秀党员称号的同志，汪
兴国以“重温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开创江苏
文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题为江苏作协
全体党员作专题辅导报告。江苏作协在南
京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基石——江苏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礼赞》
《又见遍地英雄：江苏抗疫故事》主题创作

成果首发座谈会，其中前者讲述了20位忘
我奉献、不懈奋斗、努力创新的江苏基层优
秀共产党员的动人事迹，后者描绘了江苏
援鄂大军和基层干部群众在抗疫斗争中的
无私无畏，体现了伟大的抗疫精神。会上
还梳理了近两年来江苏作协围绕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宏大主题开展的
工作情况，包括组织重大主题创作、组织实
施文学创作扶持项目、举办文学活动、宣传
推介重大主题文学作品等。此外，大型报
告文学《向时代报告——中国全面小康江
苏样本》和《向人民报告——江苏优秀共产
党员时代风采》也于近期首发。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浙江作协日前
举办了“诵读红色经典、守好红色根脉”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在“党史中的
文学经典”朗诵会上，浙江作协机关各党支
部、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分别朗诵了《青春》
《别了，哥哥》《我爱这土地》《囚歌》等红色
经典作品，回望中国共产党壮阔波澜的历
史，歌颂中国共产党百年初心不改的精神，
表达了新时代浙江作协和文学界传承红色
根脉的坚定信念。活动现场向老党员颁发
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并对2020年
度浙江作协优秀党员进行表彰。浙江作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臧军带领全体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并以《担当、务实、创新，奋力书
写浙江文学“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华
章》为题作专题党课。他表示，党员干部要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担当精神，增强责任意
识、坚守务实精神，强化前列要求、弘扬创
新精神。此外，浙江文学界围绕中国共产
党在浙江的百年奋斗史，深入挖掘蕴藏在
之江大地的红色资源，开展了一系列守初
心、担使命的专题活动。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广度拓展、向
深度推进，以文学的方式讲好安徽红色故
事，激发江淮儿女开启新征程，日前，由安
徽文联主办、安徽作协和安徽文学艺术院
承办的“红耀江淮 薪火永继”安徽作家庆
祝建党百年红色主题创作采访活动在合肥
启动。安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何颖为
参加活动的两支创作队伍授旗，并看望采
访作家一行。安徽文联主席陈先发，安徽
文联副主席、安徽作协主席许春樵参加启
动仪式。参加此次活动的主要由入选首批
安徽省优秀青年文艺工作者“551”选拔培
养计划的部分作家、安徽文学艺术院第六
届签约作家和近年加入中国作协的安徽中
青年作家代表共20人组成。活动期间，两
个采访创作组分赴皖南、皖北进行为期一
周的主题创作采访。后期，安徽作协将汇
总创作成果，待打磨成熟后结集出版。此
外，安徽文联、安徽作协还组织开展了“红
星照江淮·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主题
征文活动。

日前，由福建文联、福建作协、三明文

联主办，福建作协网络文学专委会、沙县区
委宣传部承办的“永远跟党走”福建省“文
学两新”作家看三明主题采访活动在三明
举办。福建文联副主席、福建作协主席陈
毅达，福建作协副主席林秀美、黄莱笙、萧
鼎，以及网络作家代表、新文学组织代表、
新文学群体作家代表等30多人参加了活
动。在此次活动中，作家们深入发掘三明
的红色文化，并深入“沙县小吃第一村”俞
邦村、将乐常口村等地，感受新农村的发展
变化。在中央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作家
们聆听了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接受红色
革命传统教育。在中共沙县特别支部旧
址，作家们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汲取前行力量。此外，福建
文联、福建作协还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文征集活动、校园文
学征集活动两个主题征文活动。

江西作协与《诗刊》社共同举办了“‘光
荣与梦想’庆祝建党100周年诗歌大赛”征
集活动，共征集32000余件作品，并从200
件进入终评的作品中评出一等奖2名、二
等奖5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100名。江
西文联、江西作协与《诗刊》社共同主办的

“永远跟党走”2021年江西谷雨诗会主题
诗歌晚会分为“追寻”“奋进”“逐梦”“远航”
四个篇章，紧紧围绕活动主题，精选了“光
荣与梦想”庆祝建党100周年诗歌大赛的
优秀作品，由朗诵艺术家担纲朗诵，综合了
独唱、歌舞等文艺表演，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文学艺术盛宴。《星火》杂志即将出版此次
大赛获奖作品合刊。同时，江西作协出版
了大型丛书《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
2000—2019》和纪实文学集《红土地的脱
贫报告》，前者总结展示了新世纪20年来
江西的文学成果，后者展现了江西脱贫攻
坚取得的巨大成就。温燕霞脱贫攻坚主题
长篇小说《琵琶围》、徐观潮健康中国主题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出版后也产
生了较好反响。

山东作协近日举办了“学党史讲好红
色文学故事”主题演讲比赛。山东作协党
组书记姬德君，山东作协副主席李军、葛长
伟出席，山东作协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参加
了活动。8名比赛选手围绕讲好山东优秀党
员作家的成长故事、经典红色文学作品主
人公的原型故事、经典红色文学作品，分别
以《致知侠先生的一封信》《沂蒙红嫂祖秀
莲》《七根火柴点燃爱国情怀》《作家原本是
勇士》《费县大青山突围的几个故事》《饱蘸
热血写春秋》《历史鲜活故事炽热》《伟大的
转折从这里开始》为题，进行了感情充沛、
热情洋溢的精彩演讲，展示了良好的精神
风貌。山东作协将对各位选手的视频进行
整理补充录制，积极开展红色文学故事进
社区、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向深入。

（下转第3版）

特刊

（上接第1版《中国作协各报刊社网精心组织庆祝建党百年主
题宣传》）

《民族文学》六种文版精心策划，推出一批反映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
和辉煌成就的优秀作品。从第1期开始，各文版开设“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刊发相关作品。汉文版先后刊
发刘荣书、扎西才让、龚爱民、温欣华、顾长虹、杨荟、卜谷、叶
多多、阿克鸠射、金伟信、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王华、少一、
周建新、艾贝保·热合曼、莫景春、舒洁、石才夫、查干牧仁、杨
光等作家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作品。第6期推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长篇小说专号”，第7期推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品专号”。其中，刘荣书的
《忠义图》以九一八事变为写作背景，写出了人民在日本侵略
者铁蹄下的痛苦和觉醒。龚爱民的《望郎歌》将关切的目光和
深情的笔触停留在桑植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讲述了桑鹤游击
队和红军家属的故事。金伟信的《塑像》讲述了回族党员马骏
坚定的理想信仰和舍身取义的革命事迹。王华的《大娄山》选
取碧痕村、月亮山和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金山社区作为三个
叙事点，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现实画卷。
此外还发表了周建新的《静静的鸭绿江》、艾贝保·热合曼的
《高于生命的使命》等。少数民族文字版刊发翔虹的《心愿》、
扎西才让的《哨兵》、刘国强的《罗布泊新歌》、卢一萍的《父子
的大地艺术》、何建明的《中国共产党为何诞生在上海》、查干
的《今宵红莓哪儿开》、商泽军的《致敬延安》等翻译作品，以及
少数民族文字原创作品50余篇。其中蒙古文版推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专辑，刊发阿尔泰的《对党说的
话》、巴雅斯古楞的《东方金色的系绳》、白马晋美的《百年交响
曲》、那·呼和希贵的《东方红太阳》、额·呼日瓦的《祖国从此启
程》、呼和图嘎的《歌颂美好生活》等老中青三代诗人的蒙古文
佳作。

《中国作家》文学版、纪实版、影视版均设立“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专栏，努力推出一批生动反映中国精神、
中国风貌的精品力作。文学版推出王怀宇的《风吹稻浪》，小

说对东北乡村脱贫攻坚做了新颖、生动和多方位的阐述。吴
克敬的《乾坤道》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与山乡巨变的画卷相
交织，讲述三代知识青年为老区人民贡献青春的故事。王跃
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以线性时间结构塑造了在绝境中不放
弃使命、不抛弃队友、不丧失信仰的英雄形象。第7期推出李
铁的长篇小说《锦绣》，讲述东北锦绣金属冶炼厂在党的领导
下，为新中国的锰事业、钛白粉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此外，
还将刊发辛铭的12万字抒情长诗《大地颂》。纪实版刊发讲
述优秀县委书记谷文昌感人事迹的《谷文昌之歌》，描写开国
将军陈远波如诗如歌传奇一生的《打歌的将军》，讲述中国唯
一以“赤化”命名的红色之镇的《美丽赤化》，彰显王进喜、王启
民、李新民等“铁人精神”的报告文学小辑《三代铁人英雄
谱》。推出描摹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公路建设在共产党领导
下取得辉煌成就的长篇报告文学《湘路》，讲述传承“红船精
神”的9位普通党员事迹的《接力“红船”路》等作品。影视版
第7期重点推出衣向东创作的长篇电视剧文学剧本《一枝一
叶总关情》，剧本通过塑造老中青三代民警形象，反映在新时
代城市化进程和新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基层派出所如何创
新发展“枫桥经验”，实践群众路线的故事，“油盐酱醋柴米茶，
一枝一叶总关情”充分彰显了该剧的内在精神气质。

《小说选刊》从2020年第6期开始设立“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专栏，截至2021年第7期，共选载长篇小说5
部，中篇小说4篇，短篇小说4篇。其中，徐贵祥的《天堂信号》
书写对英雄的深情礼赞，热血与牺牲令人动容。老藤的《铜行
里》怀抱家国理想，肩负人间道义，以“铜心”和工匠精神向伟
大时代献礼。陆颖墨的《航海长》展现中国海军的飒爽英姿，
深情讴歌钢铁舰艇上的爱国之情赤胆忠心。2021年杂志全
年封面专版刊登“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系列图文展
示”，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与读者一起走进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缅怀光辉业绩，牢记光荣使命。为讲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故事，《小说选刊》“让小说走进人民”系列活动组织作家深
入红色革命老区采访，先后赴河北阜平、贵州遵义、江西井冈
山等革命老区，重走红色路线，传承红色基因，深耕文艺创作，

以更多优秀作品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党支部开展党
史集中学习四次，开展党课学习两次，还组织党员在陶然亭高
君宇烈士纪念碑和日坛公园马骏烈士纪念碑前，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缅怀烈士，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敬意和追思。积极参加
中国作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朗诵会，以合诵《谁是
最可爱的人》表达对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的由衷礼赞。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精心策划，集中资源力量推出一批
书写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点主
题图书，同时还推出众多原创精品文学书籍。《红色经典初版
本影印文库》精选60部红色革命文学经典作品，系统梳理百
年中国文学的历程和成就。10卷本《百部优秀剧作典藏》遴选
百余位剧作家创作的100部戏剧作品，汇集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文艺战线有代表性的经典戏剧作品。同时还推出多部原创
文学精品，王松的《暖夏》、吴克敬的《乾坤道》、刘风梅的《大
地》、降边嘉措的《这里是红军走过的地方》、曾高飞的《生如夏
花》、郭天印的《铁血围城》、刘荣书的《望烽烟》、白阿莹的《长
安》、高建国的《大河初心》等书写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艰苦奋斗，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此
外，根据魏巍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
讲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故事。《苦
难辉煌》揭示和剖析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
以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不屈不挠的坚韧从苦难
走向辉煌的历程。

中国作家网6月下旬在首页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专题，该专题开设要闻、党的领导与百年文艺、作家
访谈、作品选摘、高清图集等多个栏目，全面、及时反映庆祝建
党百年的重要新闻和活动，系统展现百年来党领导中国文艺
发展的光辉历程。利用新媒体形式集中呈现中国作协“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中国作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朗诵会以及“迎着新生的太阳——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红色经典大展”等相关活动。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转发关于党史及党的理论论述文章，通过对马识途、王火、
徐光耀、韶华等老作家的采访，多角度表现党的文艺工作者所

走过的道路以及不忘初心的情怀。同时，“百年奋斗路 启航
新征程”“2021中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脱
贫攻坚中的文学力量”“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等相关专题，全
面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作家在书写伟大时代、推进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坚定的使命担当。
此外，从原创频道和驻站内刊中选取部分优秀作品在《文艺
报》刊发，这些作品中有对当地革命历史的深入挖掘，有对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伟大实践的生动记录，有对革命先烈的崇
敬与缅怀，也有对普通党员人生故事的用情书写，充分反映了
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基层作家铭记辉煌历史、投身时代生活的
热烈心声与积极创造。

《长篇小说选刊》第4期转载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
白马》，作品借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东北战场上的一段传奇故
事，讴歌了我党我军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回答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个问题。《作家文摘》开辟原创专版，
“恰是百年风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征文
用文学的形式记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砥砺奋进的伟大实
践。其他版面也推出专栏，其中，“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重点
讲述经典党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使命。“奋进新征
程”以“十四五”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为主线，
展示朝气蓬勃的中国信心、中国前景。“脱贫攻坚 决胜小康”
总结中国脱贫攻坚成就与经验。“数风流人物”回顾英雄事迹，
传承英雄精神。“重读红色经典”聚焦优秀文艺经典，回到历史
现场，展示革命情怀。“百年同心同行”回顾、凝练共和国知识
分子、国际友人等与党同心同向同行的红色记忆。《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第1期推出“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经典文学研究”
专题，编发文章对《谁是最可爱的人》《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大
刀记》等红色经典作品进行阐释解析。《中国校园文学》举办

“重庆地质杯”全国大学生生态文学征文活动，公布“庆建党百
年·奏时代强音”征文评选结果，组织小作家参观中国现代文
学馆主题展览，让小读者在文学历史的实物史料中更加清晰
地了解文学，热爱文学，感受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历程。

（欣 闻）

广东广州中共三大会址布置一新庆祝建党百年广东广州中共三大会址布置一新庆祝建党百年

上海“永远跟党走”主题光影秀

（上接第1版《铸就百年辉煌 书写千秋伟业》）我们党坚持解放
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
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
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
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今天，
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21世纪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正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这是奠基立业、开辟未来的壮阔征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矢
志不渝，接续奋斗。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用近30年
时间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
用40多年时间进行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
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展望未来，到2035年，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本世纪中叶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风雨无
阻、坚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而
奋斗。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根本改变历史
命运的一百年，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百年，是中国为
全人类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
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
壮丽篇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让中华
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
机，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
骨，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引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
有。我们深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曙光在前、前途光明，但绝不
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
临着严峻挑战。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首百年
奋斗历程、瞻望伟大复兴前景，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
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
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只是我们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我们决不能骄傲自满、止
步不前，要继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力拼
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开拓前进，必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对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两个务
必”，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斗争精神，调动一切可
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危机中育先
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全力办好自己的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
边，锲而不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胜利进军，以“赶考”的清
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在顺应世界大势中书写中华民族
千秋伟业。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
水千山。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创造更加灿烂的辉
煌。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
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就必
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乘势而上，开
拓奋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