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抒写百年激越壮丽画卷
———24集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即将播出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中央宣传部联合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 国家发展改革

委 、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 中国社科院 、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 、 中央档案馆 、 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 ， 共同摄制 24 集大型文献专

题片 《敢教日月换新天 》， 将从 6 月 20 日
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
出。

该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 坚持正确的党史
观 ， 坚持实事求是 ， 注重史论结合 ， 全面
展现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的伟大
历程 、 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 ， 深入反映党
团结带领人民以 “敢教日月换新天 ” 豪情
让中华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 ， 使中华民族
迎来了从站起来 、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

■本报驻德黑兰记者 朱宁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侧记
金色的阳光洒向中国共产党历史展

览馆。序厅内，巨幅长城主题漆画铺展开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壮阔图景，与同样
是大红色调的花岗岩地面交相辉映。

6 月 18 日下午 ， 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同志来到这座刚刚落成的宏伟建
筑， 参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感悟党的百年奋
斗之路。

这座总建筑面积 14.7 万平方米的
党史展览馆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
策、亲自批准建设的，这次党史展也是在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举办的。

就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之际，我们党拥有了一座永久性、综合性
的党史展览馆， 同时首次全方位、 全过
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百
年历程。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 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展厅内 ，2600 余幅图片 、3500 多
件套文物实物， 浓墨重彩地反映了我
们党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
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

这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
年———

清政府为支付 《马关条约》 巨额
赔款发行的借款债券、 敦煌藏经洞被
盗取的 《金刚经》、 清政府被迫与列
强签订的主要不平等条约……看着这
些展品， 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 沉
思良久。

近代以后， 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这就是‘歪把子’。 ”习近平总书
记指着一件抗日战争时期的机枪展
品， 深有感触地说，“日本人先用迫击
炮、山炮打一通，然后用‘歪把子’‘三
八式’冲锋。 那时咱们和他们拼刺刀，

伤亡比都是三比一、四比一。武器不行，牺
牲很大。 ”

马克思主义犹如壮丽的日出， 照亮
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
道路， 也为暗夜中寻求复兴之路的中国
送来一缕曙光。

在马克思、恩格斯塑像前，习近平总
书记停下脚步， 指着玻璃展柜里的马克
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等文
物问道：“这些是复制件还是原件？ ”

得知手稿都是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方
收集到的原件，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那
很珍贵。 ”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自觉把这
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

在南湖红船复原景观前， 习近平总
书记仔细观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时全国 58 名党员名录、中国共产
党第一个纲领等重要文件， 细细感悟中

国共产党人建党时的初心。

这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
年———

新中国成立后， 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实现了中华民族
有史以来最为广泛 、 最为深刻的社会
变革。

我国第一辆 “红旗” 牌高级轿车、

第一辆 “东风” 牌轿车， 开凿红旗渠、

建设塞罕坝……一件件展品、 一段段史
实， 仿佛让人们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改革开放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糕点包装纸、玻璃汽水瓶、铁皮饼干
盒、搪瓷缸、缝纫机……习近平总书记指
着一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 “老物件”，

笑着说：“这些东西现在都算文物了吧？”

98 抗洪展板前，习近平总书记动情
地说：“最难忘的就是抗洪了。”时值世纪

之交，“抗洪、港澳回归祖国、加入世贸组
织……这几件都是大事”。

这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
年———

祝融号火星车模型、 山东舰航母战
斗群模型、 高铁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看到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共同
发力，不断改变中国的面貌，习近平总书
记不时点头。

在中央八项规定展板前， 习近平总
书记停下脚步：“现在这里面的 8 条，精
简会议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
道、厉行勤俭节约，做得都不错，还是要
反复讲、反复抓……”

“八项规定要一以贯之。” 他坚定
地说。

展览结尾部分，专门设计了一条“时
空隧道 ”。 大屏幕影像通过选取 1921、

1949、1978、2012、2020 年 5 个重要时间
节点， 在光影变幻中展现我们党百年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3400 延米展线，1 个半小时时间。

在参观过程中， 习近平总书记回望
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强调
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
宝贵经验传承好、 发扬好， 铭记奋斗历
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
取前进力量。

“看这个展览，还要下点功夫。 就算
走马观花走一走，也得一个多小时。仔细
看一看，温故而知新，还是很有启发教育
意义的。 我们学党史，到这里来学一学，

很好。 ”习近平总书记说。

党史展览馆六层红色大厅内， 灯光
璀璨，庄严肃穆。

参观结束后，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面向党旗，举起右拳，带领中央领导
同志和党员领导干部重温入党誓词。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
厅，久久回荡。

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示， 这是接续
奋斗的再出发。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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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共产党必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新的更大
奇迹！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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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追梦人”
———看百年大党的奋斗姿态

梦想，多么意气风发的一个词。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伟大梦想 ，如高擎的火炬 ，照亮民族
复兴的未来，点燃亿万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的澎湃伟力，谱成昂扬奋进的时代旋律。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百年光辉岁月，

一部奋斗史诗 。党带领全国人民以 “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凭着不怕苦、不服输
的干劲，用奋斗铺就实现梦想的阶梯。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敢于梦想的政党。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召开后
不久，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家博物馆，参
观《复兴之路 》基本陈列 。在这里 ，他第一
次论及中国梦。

文物是静默的诉说者。《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纲领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这座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
博物馆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追逐
梦想的轨迹，一点点勾勒显形。

百年前，山河破碎、人民困苦、生灵涂
炭，仁人志士百寻解方而不得。

这时 ， 一叶红船从茫茫烟雨中驶
来……

1921年7月，在嘉兴南湖之上，一群书
生模样的青年，立下千钧誓言。

从此，在追梦道路上，我们目标明确，

奋斗未曾止息。

发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 、推翻 “三座大山 ”、探索 “四个现代
化 ”、提出 “三步走 ”发展战略……奋斗征
程上，中国共产党人把梦想细化为一个个
坚实目标。

2021年 ， 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庄严宣
告 ：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国完
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一个个梦想，就这么实现。

“今天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 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
目标。”

（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梦拼搏的政党。

“三年以来 ，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三十年以来 ，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
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由此
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 ， 从那时起 ， 为
了反对内外敌人 ，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 ， 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

雄们永垂不朽！”

临近七一， 天安门广场上游人如织。 抬
头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游客焦先生感怀地
说： “纪念碑时刻提醒着我们奋斗背后的牺
牲。”

梦的星空是壮美的，追梦的路上，却是浸
透了泪水、汗水与血水的。

牺牲在1935年的方志敏说：矜持不苟，舍
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说： 共产党员应
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

守岛卫国的王继才说：家就是岛，岛就是
国。岛虽小，但它是国土，我们一定要守护好。

脱贫攻坚战中，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
一书记投入战斗，1800多人牺牲在一线……

星光洒遍大地，梦想逐渐亮起。

走进新时代， 走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交汇点。这条路，我们走了很久，我们走得
不易，我们步履不停。

（三）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梦不息的政党。

1925年秋天，长沙，漫江碧透，岳麓山层
林尽染。

一名当时的“90后”，傲然立于橘子洲头。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青年毛泽东提
出时代之问。

一叶红船上， 与他一起回答这时代之问
的人，平均年龄只有28岁。

青春，奋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
年接续奋斗。

1977年冬天， 一个可以闻到春天味道的
冬天———

“恢复高考！”党中央作出伟大决策。

1977级清华大学校友、 南京工业大学特
聘教授周叮对记者回忆道：“一个人的命运，

肯定是跟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的。 当时就觉
得，我们年轻人有希望了。”

2021年的6月骄阳下，云南丽江华坪女子
高中教学楼前， 又有150名学生参加高考，脚
边的书包磨得发亮。

校长张桂梅第 11次为大山里的女孩
送考。

她告诉学生：“我有一个规矩， 走出这个
学校以后，就不要老回头看这个学校，你要往
前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 人民的信心和支持就是我们国家奋
进的力量。”

往前走———那是党指引的方向！

走吧！大步向前，无所畏惧。因为，我们追
梦的姿态叫奋斗。

新华社记者 徐壮 （据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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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给中俄媒体贴上所谓 “外国代理

人”标签，一边用“新闻自由”旗子包裹自己

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西方政客操弄新

闻“双重标准”的手法再次刷新下限。

香港警方日前就 《苹果日报》5名董事

涉嫌 “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

家安全罪”采取拘捕行动，特区政府保安局

依法冻结了苹果日报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

的资产。毫无意外，个别西方国家政客及外

国媒体机构开始例行表演， 其台词除了照

抄此前剧本中 “强烈谴责并呼吁香港立

即释放他们 ”外 ，还加上了 “呼吁停止锁

定独立和自由的媒体”。

这不是坏，而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所谓

的“独立”和“自由”显然与事实不符。反中

乱港分子、《苹果日报》 老板黎智英早已被

披露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千丝万缕

联系，在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中，《苹

果日报》更直接充当反中乱港势力的“文宣

机器”。甚至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他们仍

披着“媒体”外衣继续“为美国而战”，对底

线的一再突破已令其成为香港社会公敌。

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已明确指出， 日前被

捕人士涉嫌串谋通过在《苹果日报》刊登数

十篇文章勾结外国势力， 乞求外国对香港

特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或敌对行

动，直接触犯香港国安法。

面对这些再清楚不过的事实， 个别人

只好扯起所谓“新闻自由”的遮羞布，妄图

将“自由”凌驾于法治之上，极力阻挠特区

政府依法执法。

应当看到，美西方政客标榜的所谓“新

闻自由” 不过是其精心炮制的欺世盗名的

幌子。 真相是他们一贯把舆论视为输出意

识形态、 维护美式霸权和谋取一己私利的

重要工具。他们屡屡以舆论为利器，翻云覆

雨，颠倒黑白，蛊惑人心，搅乱天下；他们编

织虚假叙事、公然炮制伪证、打造“舆论水

军”、封杀不同声音、直接渗透干预……种

种卑劣手段信手拈来。

假独立媒体之名， 行反中乱港之事，

“毒苹果”做的就是这样的事。美国政客通

过不同途径扶植收买他们， 悉心培植牵线

木偶般的组织或个人，使其全盘接受“洗脑”，甘于被外国势

力利用。在美国政客眼里，所谓“新闻自由”恐怕就是在目标

地培养“木偶人”的自由、让“木偶人”野蛮生长的自由。

另一方面， 美方对常驻其境内的外国媒体则予以 “干

预”，“外国代理人”就是其耍得很溜的工具之一。几年前，美

国率先对“今日俄罗斯”等俄媒体驻美分支机构动手，引发

俄美外交战。最阴损的是，美国甚至动用刑事手段打击未登

记者。2018年，俄罗斯人玛丽亚·布京娜因未登记为“外国代

理人”而被美方抓捕，后被判处入狱18个月。

不管在香港，还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谓的“新闻自由”

都不是违法行为的“挡箭牌”。惩治反中乱港违法行为，根本

与“新闻自由”无关！实际上，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居民

和外国在港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在更加安全的环境

中得到更好保障，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试图通过混淆

是非和颠倒黑白破坏香港繁荣稳定，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

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奉劝美西方政客别

再编排“双重标准”戏码，摘下针对中国的“有色眼镜”，去除累

积经年的傲慢与偏见，尊重法律、尊重良知，尊重香港是中国

一个特别行政区的事实，真正改弦更张，不要在错误的道路

上继续走下去。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

莱希赢得伊朗总统选举

伊朗内政部 19 日公布大选初步结果， 经过紧张有效的计
票，截至当地时间 19 日中午 11 时，在已统计的 90%选票中，司
法总监易卜拉欣·莱希得票率高达 62%， 获得 1780 万张选票。

其后依次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获得 330

万张选票，前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赛尔·赫马提获得 240 万张选
票，议会第一副议长阿米尔·侯赛因·加吉扎德·哈希米获得 100

万张选票。

根据伊朗选举法， 在伊朗总统选举中， 首轮投票赢得逾半
数选票的候选人将直接获胜。 莱希基本可以确定赢得大选。 虽
目前伊朗内政部尚未正式宣布莱希获胜， 但现任总统鲁哈尼已
前往莱希的办公室祝贺他胜选， 其他三名候选人也已向莱希表
示祝贺。

莱希的特点有三：一是在司法系统根基深厚。他1980年进入
伊朗司法系统，2014年担任伊朗总检察长，2019年担任伊朗司法
总监至今，其近年来掀起的反腐运动深得人心；二是宗教背景深
厚；三是在经济领域也有重要影响力。莱希在2016年至2019年被
任命为马什哈德圣城基金会主席， 该基金会所掌管的资金量不
亚于政府，旗下公司涉及石油、通讯等众多重要行业。

上海12个基层党建创新实践基地“上榜”
（上接第一版）从新四军纪念馆、南湖革命纪
念馆到渡江战役纪念馆，一个个红色坐标，镌
刻下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为进一步整合
盘活红色资源， 三省一市还将共同命名一批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打造红色寻访路线、精
品党课。

楼宇“破圈”：上海实践折射
时代新趋势

全新亮相的12个新时代基层党建创新实
践基地，囊括楼宇党建、社区党建、“两新”组
织党建等诸多领域。 其中， 既有品牌党建项
目 ，也纳入了全新探索 。这些精心遴选出的
红色地标， 勾连起上海党建探索的过去、现
在与未来。

作为楼宇党建发轫地，上海将“楼宇党建
创新实践基地”纳入清单中。该基地所在的静
安区，正不断涌现出税收“亿元楼”，喷涌出汩
汩生产力。步入基地，人们能全方位了解上海
楼宇党建的发展脉络。 为不断适应时代新特
征、经济社会发展新规律、企业白领新需求，上
海楼宇党建从1.0版建组织、2.0版优服务、3.0版
强功能，不断迭代更新至如今4.0版善治理。

上海楼宇党建的发展历程， 折射出长三

角城市群党建工作的新趋势。 作为中国经济
最活跃的城市群之一， 大量商务楼宇聚集于
此。这些“竖起来的社区”如何增强组织力、凝
聚力、战斗力？

针对党员散、进入难等问题，浙江省选择
将实践经验丰富的“天一商圈党建示范区”纳
入清单。这个拥有2800多家 “两新”组织、近3

万名从业人员的核心商圈， 通过发挥区域性
党组织“蓄水池”“孵化器”作用，探索出包括
行业统建、片区联建、挂靠组建等一系列创新
模式，实现党建工作全覆盖。

基层“破题”：因地制宜找准
治理发力点

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

旧区改造、 物业管理……每一样都被视为难
啃的“硬骨头”。关键在于，如何因地制宜找准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发力点和突破口。

位于黄浦区蒙自路223号的“党建引领旧
改创新实践基地”，被视为推动上海旧改征收
再加力、再提速的“动力源”。旧改征收，征的

是房，收的是心。在这里，“小巷总理”们可以
近距离剖析一个个生动案例， 从中寻到破题
之道。

紧邻虹桥枢纽的 “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创
新实践基地”， 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参观者，其
中既有物业从业人员，也不乏周边居民。“在这
里，你能看到标准物业是什么模样。”在新虹
街道房管办主任周玮看来，过去物业属于“单
打独斗”，但注入红色基因后，多元共建共治
的模式渐渐形成，红色物业也因此有了抓手。

为基层治理注入红色力量， 由此实现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是长三角各省市的共同
追求。清单中，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安吉
余村“两山理念”教育培训基地、马鞍山市雨
山区“邻里党建”创新实践基地……一个个红
色基地，勾勒出基层智慧，未来也将通过互融
合作不断提升治理效能。

一体化“发力”：党建工作“不
谈空话，只干实事”

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当下，如

何适应新时代、新需求？此前，中组部关于基
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上提出，“要适应城市
群、都市圈发展的新形势，探索党建引领跨城
市治理的有效平台和载体”。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

长三角三省一市正加速打造一批党建品牌载
体。其中包括沪浙“毗邻党建”、G60科创走廊
九城市“产业集群党建”、虹桥商务区“枢纽党
建”、嘉苏温“同圈党建”等。

一周前，入选清单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
区党建创新实践基地”有了新动向。上海市青
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
善县联合举办党建联建活动， 并计划通过联
席会议制度，进一步指导“青吴嘉”三地共同
谋划党建合作方向、研究确定党建合作事项、

协商解决困难问题等。

同样在这个月，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沿
线九城市在上海市松江区启动“科技创新、党
建创新”深度融合项目。借助党组织平台，政
企对接通道被有效打通， 企业资源配置能力
显著提升。借由构建党建大生态，产业生态的
活力与韧性也被彻底激发。 更多党员们切身
感受，党建工作“不谈空话，只干实事”。

上海出品《1921》：七一重返“开天辟地”
（上接第一版）《1921》 大量起用青年演员，是
当代90后向100年前“90后”集体致敬，反映出

20世纪初“90后”的使命担当，为今天90后加
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
认识提供了范本和榜样。这种青春化的表达，

能帮助青少年认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什么“好”的历史原因。

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胡智

锋将《1921》形容为“2021年鲜活时代气息下
的《1921》”。在他看来，《1921》符合当下浓烈
的时代气质，既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又有发自
内心的中国自信、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影片
中扑面而来的青春感、时尚感、生活质感和历

史质感，为今天的青年人走近100年前的“同
龄人”搭建了可亲可信的桥梁。

这些观众和学者的反馈， 都印证了创作
者们拍摄《1921》的初心。黄建新说：“影片中
出现的那些革命先辈， 都是用生命在追求真

理， 用生命为更多人谋求未来。 从1921年到

1949年，为什么他们创建的政党只用了28年时
间就改变了中国？这就是我们想拍这部戏的原
因。我们想回到中国共产党‘百年正青春’的
起点，去探寻这种超越生命的信仰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