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
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在近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
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
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系统、精准的总结、提炼。其中，“连续
性”居于首位。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读懂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
史古老国度的现实逻辑，唯有置身时间长河，深刻把握其历
史逻辑；传承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悠久文
明，唯有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
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如果不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
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
意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
的发展历程。续写中华文明壮美华章，更需坚定地走自己
的路。

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
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
伟大下去的。”

来到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畔的朱熹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
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
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
广泛现实基础。

这条路，接续着民族复兴的希望和梦想。
2021年 7月 1日，天安门广场红旗猎猎。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庄严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
进程！”

一个悠久的文明，更懂得复兴的意义；一个创造过辉煌
的民族，更渴望复兴的荣光。

为了实现复兴梦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辛
探索，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强国之路、富民之路，更是民族复兴
的必由之路。

这条路，浸润着古老民族的理念和智慧。
“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翻开《共产党宣言》，对未来社会的描述令人神往。这个
目标与数千年前来自东方的畅想不谋而合：“使老有所终，壮
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社会主义的神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得
到滋养、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一语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
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
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
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

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文化的
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
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新鲜血
液、蓬勃活力。

“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经植根于中华大地，便显示出
强大的生命力。只有这条道路而没有别的道路，能够引领中
国进步、实现人民福祉。

沿着这条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谱系蔚为大观，中
华文明传承发展获得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
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习近平总书记纵观中华文明史，
道出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深厚文化土壤。

承古拓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只有扎根本国土
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

秉持“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精神，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定分止争；

吸纳“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理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日趋健全；

汲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智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完善……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
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汲取中华文明精髓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拥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沿着这条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日益清晰，为中华
文明传承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滚 滚 黄 河 ，中 华 文 明 绵 延 不 绝 的 血 脉 。 观 黄 河 而 知
中国。

2023年 6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黄河“几字弯”顶部
的乌梁素海，考察调研当地促进生态环境恢复等情况，叮嘱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山青、水秀、空气新的美丽家园”。
中华文明自古有“天人合一”的智慧。如今，“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人口规模巨大的

现代化”宏伟展望相得益彰；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的施政理念，与“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的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连贯一致；
对厚德载物、讲信修睦的不懈追求，为实现“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价值支撑；
传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华民族致力于“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的文化基因清晰呈现。
因中华文明而拥有深厚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

文明以现代力量。
沿着这条路，中国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芒，中华文明传

承发展拥有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五四运动 95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绿树婆娑的

北大校园，在同师生座谈时郑重指出：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

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
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
代问题相适应。”

“富强、民主”连通“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民为贵”的质
朴理想；

“爱国、敬业”汲取“丹心报国”“天道酬勤”的精神追求；
“诚信、友善”吸收“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古代智慧……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传统文化内涵创造性

凝结于核心价值观中，并使其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
时不有，为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凝聚起磅礴精神力量。

“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
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
发展道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文明再次
来到新的发展关口。

新征程上，继续走好自己的路，就要以高度的文化自信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四川眉山，三苏祠。2022 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实地考察。“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
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

从文化自信，总书记又谈到道路自信：“中华民族有着五
千多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深厚底蕴，我们带领人民走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
力量。

望来时路，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中华文脉
如浩浩江河，滋养泱泱华夏，为中华儿女坚定文化自信筑就
坚实基础。

向新征程，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日益走进人们心中，文化自信
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断升腾。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014 年 3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明传承与创新关系的阐释，浸润着深沉思考。

中华民族从来不 缺 少 创 新 精 神 。 哲 学 家 冯 友 兰 曾 写
道：“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
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者也！”

当北京冬奥会在二十四节气倒计时里迎来惊艳开端，以
“折柳”寄托惜别怀远之情，赓续五千多年的中华文脉汇入新
时代澎湃洪流；当“北斗”闪耀、“嫦娥”奔月、“祝融”探火，古
老传说因科技创新成为现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第 二 个 结 合 ”是 又 一 次 的 思 想
解 放 ，让 我 们 能 够 在 更 广 阔 的 文 化 空 间 中 ，充 分 运 用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宝 贵 资 源 ，探 索 面 向 未 来 的理论和制
度创新。

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中华文明必将绵延不绝。
新征程上，继续走好自己的路，要做到居安思危，坚持底

线思维。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生于忧患而

死于安乐”……历经磨难依然成长壮大、饱受挑战依旧生生
不息，始终保有忧患意识，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载而不断绝
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机遇期，但前进道路不可
能一帆风顺。唯有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与安
全，才能有效驯服“灰犀牛”、切实防范“黑天鹅”，推动“中国
号”巨轮行稳致远。

凯歌而行，不以山海为远；乘势而上，不以日月为限。
2023 年 5 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长安复携手”。

在赠送给中亚国家元首的礼品中，有一件“何尊”。西周何尊
铭文“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迄今发现的最早来源。

从青铜之韵，到汉唐气象，再到今天的大国风范，一个文
明悠长、日新月异的中国，正坚定走在自己开辟的大道上，精
神昂扬。

新华社记者 高 蕾 孙少龙 董博婷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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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邯郸市曲周县的晨光集团，是河北省首批获得

职称评审自主权的民营企业。截至目前，河北共有 149

个 用 人 单 位 开 展 高 级 职 称 自 主 评 审 。 2018 年 以 来 ，
15358名专业技术人才通过自主评审取得高级职称。

不仅要放权松绑，更要用好用活人才。
从 2022 年 9 月开始，河北面向全省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选派科技特派团。位于保定市定兴县的河北智
同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药科大学、天津科技大
学等高校专家组成的科技特派团“结缘”。

“谭博士，我们的项目在脑蛋白纯化、水解以及调味
等方面还有很多困惑，您给提提建议，让产品质量再上一
个台阶。”近日，智同生物副总经理李喜全向上门指导的
科技特派团成员、天津科技大学生物工程系副主任谭之磊
请教。

每月一次视频例会，询进展，定计划，出主意，特派团
定期深入企业解难题。“仅这一个项目，改良提升后预计
可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1200万元。有了智囊团，我们发
展的底气更足了。”李喜全信心满怀。

“一对一”结对帮扶，面对面“把脉问诊”，推进创新
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截至 2023 年 3 月，河北
266 个科技特派团帮助企业完成成果转化 144 项，攻克
关键核心技术 123项，搭建技术创新平台 143个。

修订河北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将推荐制改为提名
制；指导企业对高级管理人员、行业领军人才等实施股
权、期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一项项改革举措
环环相扣，打破体制壁垒，扫除身份障碍，人才活力持续
释放。

如何营造识才纳才聚才的良好生态，让燕赵大地成
为各类人才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热土？

2023年 3月 16日，中科院雄安创新研究院临时办公
园区光电子农业实验室，蔬菜在 LED 灯光照射下静静
生长。

一支平均年龄 31 岁的科研团队，正在这里努力推动
高产值生态友好型农业模式的研发和落地转化，未来将
构建节水型高产值光电农场模式，向全国推广和应用。

研究员张伟是团队成员之一。2022 年初，他从北京
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辞职回到家乡，“雄安一系列喜人变
化和良好科研环境，让我相信在这里大有可为。”

全面深入实施“雄才计划”，以雄才卡为载体建立涵
盖教育、医疗、住房、税收奖励等在内的“菜单式”政策包；
启动“百千万人才进雄安”行动……近年来，雄安新区先
后选录招聘清华、北大等“双一流”高校人才 3000 余名，
新增各类创新创业人才 2.5万余名。

以一流平台集聚人才，更要以一流服务吸引人才。
“如果人才服务跟不上，企业很难发展这么快。”河北

汇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欧智华深有体会。
2021 年，汇金集团找到中国石家庄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希望能帮他们引进一名国际高端人才，解决在
智能制造物联网领域遇到的问题。根据企业需求，专业
服务团队很快提出引才方案，一揽子服务帮助企业达成
意愿。

中国石家庄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是河北首家、全国
第 20 家国家级产业园，已引进嘉驰国际、58 集团等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 218 家。2022 年，服务人才 50.89 万人次，
营业收入 37.41亿元。

目前，河北已有 22 家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这些产
业园充分发挥市场化、专业化优势，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梧高凤必至，花开蝶自来。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
良、梯次合理、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正在加速集结——

人才质量不断提高。党的十九大以来，河北邀约海
内外 230 万余名人才开展对接引进交流，全职引进国家
知名科学家、国家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76人。

人才服务更加优化。完善燕赵英才服务卡制度运行
机制，逐人建立电子信息档案，截至 2022年底，全省共发
放燕赵英才服务卡 5 万余张；累计建设人才公寓 3.4 万余
套，惠及人才 4 万余人；聚焦人才普遍关切的“关键小
事”，在生活服务、子女入学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

人才效能持续增强。人才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中作用越来越凸显，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逐年提升。

行走燕赵大地，处处洋溢着创新的激情，澎湃着创造
的活力，活跃着创业的身影，铺展开一幅加快建设经济强
省、美丽河北的壮美画卷。

新时代新征程，一定是波澜壮阔的时代，一定是奋斗
逐梦的征程。

聚人才之力，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必将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持久动力。

河北日报记者 霍晓丽 刘荣荣 周 洁 张 博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从中华文明连续性看“必然走自己的路”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组织
编写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学习读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本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紧扣纲要内容，以“学习问答”的形式，通过百余个“问答”，
对新时代质量强国建设的形势背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
组织保障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解读。

本书是新时代加快建设质量强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认
识的阶段性总结，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理论性，是各地区、
各部门、各行业深入学习理解纲要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的
重要辅助读物。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记者 冯
家顺） 记 者 12 日 从 有 关 部 门 获 悉 ，自
2021 年 1 月党中央作出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两年来，各地
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
署，主动回应人民群众关切，扫黑除恶斗
争取得新成效。

在案件办理方面，全国公安机关共打
掉 涉 黑 组 织 362 个 、涉 恶 犯 罪 集 团 2609

个，破获案件 3.97 万起；全国检察机关起
诉涉黑恶犯罪嫌疑人 3.5 万人，其中组织、
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9551 人；
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涉黑恶犯罪案件 5657

件，相关涉案款 436.24亿元。
在“打伞破网”方面，全国纪检监察机

关 共 查 处 涉 黑 恶 腐 败 及“ 保 护 伞 ”问 题
14181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13918人，移
送司法机关 1454人。

在行业整治方面，开展信息网络、自
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教育、金融
放贷、市场流通等行业领域专项整治，仅

自然资源领域就打掉“沙霸”“矿霸”等黑恶团伙 310 个，集
中整治了一批行业乱象。

在基层治理方面，不断健全完善防范整治“村霸”制度
机制，全国组织系统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
组织 4.6万个。

据介绍，下一步有关部门将不断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规
范化、专业化水平，从根本上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坚持依
法打击不动摇，防范整治行业领域涉黑恶、农村“村霸”等涉黑
恶、网络涉黑恶等突出问题，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走深走实。

新华社北京 6月 12 日电（记者 陈炜伟） 记者 12 日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已
联合财政部分批下达 2023 年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 73

亿元，占年度拟下达投资规模的 90%以上，支持中西部
20余个省份实施 2000余个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据介绍，项目实施后，预计发放劳务报酬 20 余亿元，
吸纳带动 20多万困难群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人均增收
1 万元左右。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尽快下达 2023

年度剩余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督促指导有关
省份加快项目开工建设，抓实抓牢群众务工组织和劳务
报酬发放等工作，充分发挥以工代赈稳就业、保民生、促
发展的重要作用。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以工代赈中央专项投资
今年已下达 73亿元

这是 6月 11日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境内拍摄的年保玉则（无人机照片）。年保玉则位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
治县境内，主峰海拔 5369米。年保玉则湖泊星罗棋布，栖息着裸鲤、岩羊、白唇鹿、棕熊等珍稀动物。 新华社记者 张 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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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应当依法严肃追究，切实
矫正‘法不责众’错误倾向。要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
织者、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近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草的《关于依法惩治网
络 暴 力 违 法 犯 罪 的 指 导 意 见（征 求 意 见 稿）》亮 相 ，彰 显
司 法 机 关 、执 法 部 门 依 法 惩 治 网 络 暴 力 违 法 犯 罪 的 决
心，坚定了全社会打击网暴的信心。

近 年 来 ，网 络 暴 力 事 件 时 有 发 生 ，不 断 刺 痛 着 人 们
的 心 。 在 网 络 上 针 对 个 人 肆 意 发 布 谩 骂 侮 辱 、造 谣 诽
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
害他人名誉，有的造成严重后果。

网络世界里，一句恶意的评论，一键转发的谣言，甚
至 一 个 不 经 意 的 点 赞 ，经 过 一 次 次 传 播 后 ，其 影 响 可 能
被 无 限 放 大 ，给 受 害 者 造 成 不 可 挽 回 的 伤 害 ，同 时 严 重
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互联网没有局外
人 ，如 果 任 由 网 络 暴 力 蔓 延 、戾 气 横 行 ，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惩治网络暴力，要扎紧法律的篱笆、制度的笼子。我
国刑法、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多部
法律均对遏制网暴作出相关规定；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文
件、发布典型案例、开展专项行动等，不断完善治理网暴的
法律制度。这次公布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对准确适
用法律、畅通诉讼程序、完善综合治理措施等，作出更加明
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将为惩治网暴进一步织密法网。

惩治网络暴力，要落实主体责任。网站平台作为信
息内容管理的责任主体，不能被流量左右，要架起“高压
线”，对网络暴力行为亮出“红牌”。同时，也要通过风险
提 示 、一 键 防 护 、私 信 保 护 、举 报 投 诉 等 方 式 ，帮 助 网 民
及时有效防范网络暴力侵害。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网暴离你我并
不遥远，惩治网络暴力需要从你我做起，依法上网、文明

上 网 ，共 同 抵 制 网 络 暴 力 ，共 同 建 设 美 好
和谐的网上家园。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12日电）

为 惩 治 网 暴 进 一 步 织 密 法 网为 惩 治 网 暴 进 一 步 织 密 法 网

新新华时评华时评
这 是 6 月 12 日 在 熊 猫 邮 局 旗 舰 店 内 拍 摄 的 大 运 会

特 许 商 品 。 近 日 ，在 成 都 市 暑 袜 街 的 熊 猫 邮 局 旗 舰 店
内 ，第 31 届 世 界 大 学 生 夏 季 运 动 会 吉 祥 物 大 熊 猫“ 蓉
宝”等特许商品被单独展示。 新华社记者 李 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