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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16日

至19日，一支8.6万人

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

河，开启伟大的远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

方面军（中央红军）出发

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

离开大别山；第二年3

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

陵江；11月，红二、六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

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

两年后，4支九死一生的红军队伍，最终

汇聚黄土高原，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

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

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这是一

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这是一次唤醒民众

的伟大远征，这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

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90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

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

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向

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恢弘愿景，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勇往直前，奋进在

新的长征路上。

蹚出一条道路——
“面对乱云飞渡、惊涛骇浪，我

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伟大实践
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
精神，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
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

长征的胜利，是方向和道路的胜利。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

上强调，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得

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联系实

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过程。“面对乱

云飞渡、惊涛骇浪，我们党表现出无所畏惧的

伟大实践精神，表现出浴火重生的伟大创造

精神，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

胜利的革命道路。”

这是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召开的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

国革命。

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更强

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长征的胜

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

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

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

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这是一条彰显党与人民患难与共的道

路——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党与人

民生死相依的历史。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

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

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

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

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

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

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

保证。

这是一条探索开创新局的道路——

从东南到西北，从红土地到黄土地，“红

飘带”上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被国民党

认定“流徙千里、四面受制”的红军，走出了一

条“向死求生”的新路。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

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长征一完结，新局

面就开始。”

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

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

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

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

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为夺取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

下了坚实基础。从长征的终点出发，我们党

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新

画卷。

回望长征路，可以得出一条根本经验

和启示，就是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中国人民才能不断取得胜利，走

向光明。

锤炼一支军队——
“长征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

磨练了人民军队，长征成就了人
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
展的新起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军

队是革命的依托、民族的希望，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是人民军队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长征

锻炼了人民军队，长征磨练了人民军队，长征

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

的新起点。”

从长征走来的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听党

指挥。长征路上，红军常常面对生死考验：几

乎每天都有一场战斗，随时会从头顶落下炸

弹，常常面对10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

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

减至3万余人。

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领导，红军战胜了国

民党的围追堵截，战胜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也

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政治特

质和根本优势。

2014年金秋，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

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着眼新的历

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郑重

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

2024年初夏，习主席率领我军高级干部

来到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强调

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

政治建军方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军队以整

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全面从严治军，决心之大前所未有，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新时代政治建军取得历史性

成就。

“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作风松散

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着眼永葆人民军队性

质、宗旨、本色，狠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

治军，深入纠治“四风”，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我军政治生态实现根

本好转，部队新风正气不断上扬。

铸就一种精神——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

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
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
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
长征精神。”

长征，是漫漫长夜中的一次艰难跋涉，更

是中国精神的一次光明书写。长征标注了人

类精神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强调，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

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

的伟大长征精神。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

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

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

奋勇前进。

坚定革命的理想

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

必然胜利——

弯弯曲曲的长征

路，是一条浸透了鲜

血的牺牲之路，更是一

条新生之路。在红一

方面军的征途上，平均

每 300米就有一名红

军牺牲。

4支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

沿途补充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

人，有不少于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

在长征途中。

革命理想高于天，再大的牺牲，也不能阻

止红军将士前进的脚步。

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

力量。

90年来，一代代中华儿女赓续长征精

神，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

牲——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独山镇一处自建的

小院内，106岁的老红军胡正先正在读书看

报。这位12岁参加革命、亲历过长征的“红

小鬼”，祖上三代都是篾匠。

“为党的事业奋斗，吃再多苦我都不怕！”

一辈子都在传承弘扬长征精神的胡正先说，

从行军打仗、学习识字到参加红军无线电培

训成长为“红色听风者”屡立战功，他做好了

牺牲一切的准备。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历时之长、

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

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

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红军官兵都有这样

的觉悟。”担任过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的萧克

将军曾这样告诉记者。

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

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伟大事业，进行了

一次又一次波澜壮阔的伟大长征。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

90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

真理和发展真理，夺取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

的伟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

步新时代。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

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进入新时代，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正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发愤图强、奋发有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的篇章、

创造新的辉煌！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写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周年之际

而今迈步从头越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5日电 （记者
刘畅 蒋超）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

李强在巴基斯坦总统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

尔达里。

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

的战略引领下，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日益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

果丰硕，友好民意基础更加牢固。中方始终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始终

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周边外交优先方向，愿

同巴方一道努力，推动中巴友谊与合作不断

迈上新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保持密切高层交

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发

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将

中巴经济走廊持续打造成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标志性工程，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中方

愿同巴方加强安全领域协作，相信巴方将继续

全力确保在巴中国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5日电 （记者
刘畅 蒋超）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

李强在伊斯兰堡会见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吉

拉尼和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

李强表示，中巴建交73年来，两国关系

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中方愿同巴方继续

携手前行，落实好习近平主席同巴方领导人

达成的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

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巴关系不断迈上新

台阶，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5日电 （记者
刘畅 蒋超）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

李强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期间会

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扎帕罗夫。

李强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和扎帕

罗夫总统在阿斯塔纳举行会晤，就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吉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吉关系与合

作发展迈上更高水平作出规划部署。中方愿

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

引领，推动中吉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更

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0月15日电 （记者
刘畅 蒋超）当地时间10月15日，国务院总理

李强在伊斯兰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

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期间会

见塔吉克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

李强表示，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塔吉

克斯坦成功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共同宣

布将中塔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在更高层面构建中塔命运共同体，为

中塔关系与合作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

同塔方一道，进一步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弘扬传统友好，深化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

核心利益，推动中塔全方位合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分晤扎尔达里、吉拉尼和萨迪克、扎帕罗夫、拉苏尔佐达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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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
电 文艺界深入学习实践习近

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5日在北

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并讲话。

与会代表认为，10年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成为

指导新时代文艺工作和文化

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特别是

去年正式提出的习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阐述了文化文艺

的地位作用，明确了新时代

文艺工作的使命任务，举起

了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这

些年，广大文艺工作者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为时代抒

写、为人民抒怀，推动文艺发

展取得重要成就，为党和国

家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与会代表表示，新时代

新征程，要深入学习实践习

近平文化思想，树牢以人民

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

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

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引导作

家艺术家持续深入生活、潜

心创作精品，矢志促进文艺

繁荣、攀登文艺高峰。要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时代价值，吸收各国优秀文

化成果养分，更好体现中国

精神、推动文明互鉴。要坚

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全

面准确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

策，切实担负起新时代的文

化使命。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铁凝主持会议。国务委员

谌贻琴出席会议。

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

相关负责同志和作家艺术家

代表共约200余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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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记者申铖 胡旭）为加强水资
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水利部15日对外发布《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明确自2024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

自2016年7月1日起，我国已先后在河北、北京、天津等10

个省（区、市）开展了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改革试点在抑制地下

水超采、转变用水方式、促进节水改造、规范取用水行为等方面

取得了明显成效。

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将全面实施

（上接第一版）

岁月渐长，曾经健步如飞的苏贞娟发现，有时做事会力不从

心。退休以后，终日忙碌的她从未设想过衰老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会是什么模样。直至队内那位年逾八旬依旧活跃在球场上的陈老

伯出现，为她提供了新的视角。老伯曾身患重病，多次接到病危通

知，但他以“老开心”作为社交媒体昵称，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乐观。

只要身体尚可，他总会出现在门球场上，雷打不动地参与活动。

乐观的陈老伯，影响带动了一批队员。在社交群里，他们分

享近况，有人在邮轮上享受阳光、有人在上海展览中心现场观看

光影秀……老年生活远比想象的精彩。

渐渐地，有老友发现，曾经活跃于社交媒体的苏贞娟更新频

率降低了。“日程太多，来不及剪视频，也来不及写文章。”苏贞娟

笑着回复。

全国“敬老月”期间，由市数据局等部门牵头开展数字场景

体验学习系列活动，并在街镇层面举办数智辅助集市活动。“老

小孩”网站上，更多有趣的灵魂在数字世界邂逅。老年博主们的

IP地址来自天南地北，而他们又在线下产生新的互动链接。

连通线上线下，“老小孩”有乐也有为

（上接第一版）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

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第一，人民需要文艺。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

精神文化财富。第二，文艺需要人民。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

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第

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一部好的作

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讲话指出，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每个时代都

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

魂的工程师。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

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

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

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

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

德、守道德的生活。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讲话指出，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党的领导

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

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要高度重

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

评的良好氛围。

《求是》杂志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上接第一版）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设计

部总经理巢燕然昨天表示，一二期总占地

13.2万平方米，在一期基础上，露香园二期

的更新开发策略和设计思路，围绕更大范围

的再现历史街巷、优化开放空间、活化历史

建筑而展开。

露香园在改造中对11处保护历史建筑

采用分级分类精细化的修缮改造方式。例

如，万竹街41号保护改造工程与武康大楼、

美琪大戏院一道，被评为第一批“上海市建

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外观上，侧立

面及北立面保持山花组成的标志性建筑天

际线；室内设计方面，采用两进庭院式住宅，

复原近代上海民宅的典型风貌；在功能设置

上，复原后的万竹街41号被赋予更多复兴

城市文化空间的可能，结合了接待、展示、书

店等功能。

2006年，原黄浦区妇幼保健院进行拆迁

时，一段长约70米的上海古城墙遗迹显露出

来。详细勘察后得知，该段城墙为上海老城

墙重建时（1598年、1618年）筑成。保护方案

也呼之欲出，对具有“挽救价值”的部分古城

墙实行保护性修缮。据了解，随着露香园项

目的推进，城墙遗址规划与景观绿化结合成

为城市公园，与已经复建的大境阁遥相呼应。

可以说，露香园项目的生长，几乎与这座

城市对历史文化风貌保护的推进同频共振。

街巷的重生、院墙的重塑、里弄空间的雕琢、

历史建筑的新生、古城墙的保护，用老城厢历

史风貌的骨架，重塑着适应当代城市生活需

求的血肉。

个性化问题，多元主体寻找
“平衡”

上海历史风貌区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在

保护与更新的辩证逻辑下，面临多样化、个性

化的问题。在既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需继

续探索前行；个性化问题，需多元主体协同创

新解决方案。

在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曹嘉明看来，

在推动城市更新的工作中，几乎所有的项目

都面临着政府、发展商、市民在社会、经济、文

化不同视角下的诉求，面临着现有政策、法

规、技术规范方面对项目推进的框架。“成功

的项目一定是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平衡’，而

不是解决所有的诉求。”

今年6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上

海历史风貌保护指南（征询意见稿）》，提出分

区引导、分级保护、分类施策、分阶段实施的

总体思路。

同济大学教授、城市文化传播专家王国

伟认为，对城市更新实行“分”的意义，可以强

化建筑及区域辨识度。对于核心点位，如城

隍庙、文庙、沉香阁等，特别要重视生态还原

和修复；延展区位，是老城肌理与地理识别的

载体；创新实践区，依照艺术性、社交性、日常

性等原则规划建设，给予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实践一定空间。

老城厢“重生”，以更长时间维度理解城市更新

据新华社宁波10月15日电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15日在宁波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王沪宁表示，希望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

统，凝聚向上向善力量，顺应时代进步要求开展好教理

教义阐释，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倡导不同信仰和谐

共生，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

力量。

王沪宁出席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国家副主席韩正15日

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长莱恩斯。

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

要共识，秉持建交初心，坚持独立自主，深入开展互利合

作，共同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韩正会见莱恩斯

2027年空间科学研究水平整体

跃升；2035年重点方向跻身国际前

列；2050年重要领域国际领先，成为

世界空间科学强国。

10月15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

上，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了《国家

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

2050年）》，提出我国空间科学发展

“三步走”战略目标。

规划部署了哪些空间科学研究

内容？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赤飚介绍，

规划提出了我国拟突破的“极端宇宙”

“时空涟漪”“日地全景”“宜居行星”

“太空格物”5大科学主题和17个优先

发展方向。

“极端宇宙”主要是探索宇宙的起

源与演化，揭示极端宇宙条件下的物

理规律。

“时空涟漪”主要是探测中低频

引力波、原初引力波，揭示引力与时

空本质。

“日地全景”主要是探索地球、太阳

和日球层，揭示日地复杂系统、太阳与

太阳系整体联系的物理过程与规律。

“宜居行星”主要是探索太阳系天

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外生

命探寻。

“太空格物”主要是揭示太空条件

下的物质运动和生命活动规律，深化

对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等基础物理

的认知。

规划还形成了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

发展路线图。

至2027年，运营中国空间站，实施

载人月球探测、探月工程四期与行星探

测工程，论证立项5至8项空间科学卫星

任务。

2028年至2035年，继续运营中国空

间站、实施载人月球探测，论证实施国际

月球科研站等科学任务，论证实施约15

项空间科学卫星任务。

2036年至2050年，论证实施30余

项空间科学任务，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 张泉 宋晨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我国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