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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2023年版）》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

9月至2023年11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一

路”的重要文稿78篇。

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

属于世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开

创性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着眼于各国

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梦想，为世界提

供了一项充满东方智慧的共同繁荣发展的方

案，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共建国家积极响

应。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

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

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

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

数，成为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

作平台，实现了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不仅为

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

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

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

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同志对共建“一

带一路”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

进行深刻阐述，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扎实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实

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

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入    年9月至    年  月期间重要文稿  篇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年版）》出版发行

2023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周年纪念日。

红色基因，弦歌不辍。这一特殊时间

节点，电影《人民万岁》《出发》、电视剧

《问苍茫》《鲲鹏击浪》在各院线、平台集

中播映，引领观众在光影中重温一代伟人

的革命之路，深切缅怀这位领导中国人民

“站起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

史、思、诗一体，多角度缅怀先辈

红色江山来之不易。长久以来，讲好

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是国产影视工作者的

创作自觉。也因此，无论中国共产党的奋

斗史，抑或毛泽东个人的革命路，既是电

影电视剧永恒的创作主题，也在一代代观

众心目中留存经典。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一

批新作登场。与以往的经典作品相比，这

批新作寻找“空白”地带，填补更多历史

细节，同时注重用升级的视听技术、更契

合当下的时代审美、时代精神，力求在

“史、思、诗”一体的叙事中唤起新一代观

众的共情共鸣。

“人民万岁！”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同

志发出了历史强音。纪录电影 《人民万

岁》 以此为题，作出时代回应。该片以

“人民视角”为叙事线索，遴选珍贵的历史

素材，将“人民万岁”的口号凝结为鲜活

的历史影像，阐释了毛泽东同志“只有人

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箴言，

展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的深刻道理。

作为一部聚焦毛泽东同志和人民的纪

录电影，《人民万岁》的历史跨度近乎全景

式。它从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到取得胜利

后的峥嵘岁月，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伟大

变革，记录了毛泽东同志关心关爱人民的

历史瞬间。片中的很多独家影像素材是第

一次公开呈现在大银幕上。经现代化技术

修复，历史的真实影像从时间深处走来，

毛泽东同志与人民休戚与共的场景将栩栩

如生呈现在眼前。此前影片走进北京大学

进行特别放映时，年轻学子们表示，《人民

万岁》不仅是一部伟人生平的生动记录之

作，还是一部描写了他与人民血肉相连、

心心相印的感人之作。

电影 《出发》、电视剧 《鲲鹏击浪》

《问苍茫》不约而同将镜头探入毛泽东的青

年时代，去挖掘他为国家民族救亡图存寻

找道路的实践脚步、思想形成的历程。这

些作品遵从“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重

大革命题材创作理念，采用实景拍摄，都

兼具历史的磅礴气概与诗意的美学气象。

跨时代的青春对话，汲取红色力量

从剧情跨越的历史阶段来看，电影

《出 发》、 电 视 剧 《鲲 鹏 击 浪》《问 苍

茫》 刚好首尾相连，串联成了一部从

“恰同学少年”到走向秋收起义时期的

毛泽东成长史。红色，是这个时代鲜明

的底色。

▼ 下转第三版

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周年，电影《人民万岁》《出发》、
电视剧《问苍茫》《鲲鹏击浪》集中播映

在光影中重温一代伟人革命之路
■本报记者 王彦

电视剧《问

苍茫》将镜头探

入毛泽东的青

年时代，去挖掘

他为国家民族

救亡图存寻找

道路的实践脚

步、思想形成的

历程。左图为

该剧剧照。

（剧方供图）

把心贴近人民。
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这是超大

城市治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和实践
命题。而“健全以群众满意度为导向
的社区工作评价机制”，正是其中的
指向之一。
岁末年终，随着第二批主题教

育迈入收官阶段，从基层减负中逐
步脱出手脚、释放精力的基层干部
们，开始从群众评价入手，琢磨进一
步提升工作效能。
“基本满意”成了他们的聚焦

点——虽然满意了，但尚存改进空
间；大部分人满意了，还有些个性化
诉求能否得到回应。
传承好“四下基层”优良作风，

开展好“四百”大走访，“基本满意”
成了基层干部们回应问题、破解难
题、创新基层治理方式和机制的具
象切入口——考校“基本满意”的成
色，更以主动作为来探寻“基本满
意”之后能否有新增量。
看准了就抓紧干，多干一些，干

更好一些，让这个“满意”更踏实、更
稳一些。

编者按

2024年度报刊收订已近尾声，本市持有2024年《文
汇报》集订分送单的读者，请在今年12月29日之前尽快办
理整订手续，以免延误明年报纸的按时投送。《文汇报》全年
订价360元，月度订价30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办理订阅
手续。欢迎新老读者订阅《文汇报》，订阅热线 021-

62470350，或拨打邮政客服热线11185办理预约上门订
阅，读者也可通过“上海邮政掌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刮开
文汇报订阅专用单存根联密码区后，在线办理订阅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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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一叠刚回收的“居民区入

户调查表”，长宁区北新泾街道金平

居民区党支部书记侯伟忠一张张翻

看，目光聚焦第二栏问题——“化解

邻里纠纷，您首选哪个途径？”大部

分表格，勾都打在“居委会”选项，但

也有个别除外。

侯伟忠把没有勾选“居委会”的

表格挑出来。纸很薄，捏在手里却

觉着重。纸上的名字他也熟悉——

正是这段时间投诉背街小巷里共享

单车妨碍出行的居民，“说明对我们

的工作尚存不满之处”。

放眼全市，结合主题教育，“四

百”大走访逐步深入。群众遇到问

题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居委会，想

到基层干部？这靠的不是“刷脸”，

而是交心。以长宁区为例，居民区

商务区毗邻，不少背街小巷蜿蜒其

中。一些基层治理的“薄弱点”由此

显现，比如，用作通道的小路，不属

于市政道路也非小区内部道路，由

街镇“兜底”管理，进行必要的日常

保洁等，但在设施养护、执法监管、

日常管理仍感觉“差一口气”。

“差一口气”就直接关联着“满

意”的含金量。考验着基层工作者

“跨前一步”的担当和调动有限资

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将创新方式破解难题的过程，转化为

居民评价中发自肺腑的认同勾选。

新方法管好“两头受堵”单车停放，“满意”
二字稳了

刚划好的共享单车停车区域却被居民投诉了。

接到12345投诉工单，侯伟忠眉头紧锁。金淞家园小区距离

地铁站约有一刻钟的步行距离，不少居民选择共享单车接驳。骑

回来的单车不能进小区，没地放，部分人就在小区后门一扔了

事。挡着出入口的共享单车也惹恼了那些不骑车的居民。

有段时间，金淞家园后门出入口边上的一块区域，横七竖八

地躺着七八辆单车，偏偏这里还紧挨着垃圾厢房入口，严重影响

了垃圾清运。

需要尽快找到一方合适的停车区域。一处背街小巷进入侯

伟忠的视野。金淞家园后门对着北平南园小区，两者之间有一条

内部通道。这条全长数百米的道路不属于市政道路、单向通车。

早些年，这里曾是毫无秩序的天然停车场，经过整治如今这里算

是干净整洁。这次，侯伟忠相中了该小巷内的一小段人行区域。

划好白框，将共享单车排放齐整，投诉工单的回复转为“满

意”。消停没几日，新的投诉工单来了。共享单车数量逐渐增

多，有居民呼吁“妨碍老人走路或婴儿车通行，要求撤销划线！”

到底是先解决共享单车停放，还是打消居民对车辆挤占人

行区域的顾虑？一条背街小巷牵扯着不同居民利益诉求。侯伟

忠认真捋了捋思路。

他找到两处破题关键：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居民之间达

成基本共识；动员更多力量参与进来，一同管好共享单车停放。

背街小巷管理权限模糊，首先是正其名。侯伟忠在相关小

区开展了一场是否同意现有共享单车停放位置的意见征询，每

一栋楼每一户居民都投票。他将通过率超过86%的结果张贴在

居民区，留底投票原始数据，公开透明。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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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展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市

中心首个冬日花市在思南公

馆与复兴公园开张，文化建筑

与社区公园中摆满了品类丰

富的鲜花，100余展位迎来众

多市民游客打卡游玩。图为

市民在拍摄年宵花。

（采访对象供图）
 相关报道刊第四版

逛花市
迎新年

■上海民生工程年末探访⑦

绿色“莫比乌斯环”链接城乡生态空间
条件成熟一块启动一块，惠及居民    余户

虹口超额完成今年零星旧改任务
 均刊第二版

在沪上职业教育界素有“世界技能大赛

冠军摇篮”之称的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

日前迎来办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与上海市现代音乐职业学校合并，并牵手上

海师范大学，转型为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

现代职业学校。

不知不觉，悄然蝶变！即将过去的

2023年，堪称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的关键年。除了杨浦职校等部分老牌中职学

校通过升级、在办学上再探新路外，今年，

本市还有5所五年一贯制新型高职院校开门

招生。

记者从市教委获悉，为进一步顺应上

海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职教人才供给与

城市产业需求深度匹配，2019年至今，上

海的中职学校减少了10所，9所五年一贯制

新型高职学校则成为沪上职业教育版图上的

“新秀”。

眼下，浦东新区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已在

申请建设中，明年，上海五年一贯制新型高职

院校的数量有望突破10所。

部分中职学校停招，并非“退
席”而是升级

不少学生家长发现，这两年，包括上海

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市园林学校等在

内的一批老牌中职学校陆续停招。怎么回

事？实际上，这些学校并没有从上海职业教

育版图上“退席”，而是经历了办学史上的

“升级”。

闵行区元江路4080号，是原上海群益职

业技术学校的校址。今年，闵行整合区内两

所中职学校的资源、通过转型升级，在此新设

立了一所五年一贯制高职学院——上海闵行

职业技术学院。值得一提的是，该学院与上

海交通大学合作，首任院长由上海交通大学

刘路喜教授出任。

也在今年，上海市特级校长、上海市城

市科技学校原校长张巨浪有了新职务——上

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2022年，

在松江区政府牵头下，上海市城市科技学

校、松江开放大学、松江区新桥职业技术学

校等部分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进行整合，组

建一所崭新的五年一贯制高职院校——上

海科创职业技术学院。而这所学校的地

址，就是原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的校址。

目前，这所新学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也已明

确：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培养科技创新

技能人才。

上海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同样在今年

9月开门招生，这是一所由上海市住房城乡

建设管理委员会主管的五年一贯制新型高

职，学校由原来的上海城市建设工程学校（上

海市园林学校）与上海市房地产学校合并升

级而来，是今年几所新型高职中唯一一所依

托行业进行办学的学校。

由点及面，窥斑见豹，上海的中职学校

正纷纷整合、转型，在升级中寻求新的发展

之路，由此带动上海整个职业教育布局的

重塑。

新型高职布点新兴产业，精
准对接学生诉求企业需求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息息

相关。教育链如何与城市的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有机衔接，也成为这一轮职业院校转

型升级潮中，最受各界关注的一点。

市教委职教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从目前

上海9所新建的新型高职学校来看，战略性新

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等专业成

为主流。比如，本市第一个新型五年一贯制

高职——位于虹口区的上海市南湖职业技术

学院，开设的专业包括数字媒体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等，后增设护理、酒店管理、汽车智能技术等

专业。这些专业均与虹口区的数字经济、养

老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此外，上海现代化工

职业学院开设的现代化工专业群，将为金山

区绿色化工产业提供紧缺的化工技术技能

人才； ▼ 下转第四版

伴随产业结构升级，申城新型高职学校增加9所中职学校减少  所

上海职业教育版图“蝶变”，深意何在？
■本报记者 张鹏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    年版）》主要篇目介绍
 刊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