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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守正创

新”“要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

地、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为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更

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工作会议11月29日在京召开。会上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家表

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明确了坚持守

正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

传的任务要求，为新时代工程的实施提

供了重要遵循。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

神，持续做好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转

化工作，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

心，努力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作出更大贡献。

▼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引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创新局面

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30日电 12月1日出版
的第23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必须坚持守正创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1月至2024年8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

的节录。

文章强调，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

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

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要以科学

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

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

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

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

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

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

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

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

个根脉。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

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文章指出，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

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坚持问题

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

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实现理论和实

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

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就是一个在继

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历史过程。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首先要守好中国

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不动摇坚持中

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

则，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

策，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要

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顺应

时代发展要求，着眼于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大力推进理论创

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

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

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文章指出，要深刻领会和把握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坚持守正创新，既要有

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坚定“四个自信”不动摇，又要有敢创新、勇

攻坚的锐气胆魄，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该改的坚定不移

改，不该改的不改。改革无论怎么改，坚持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等根本的东

西绝对不能动摇，同时要敢于创新，把该改的、

能改的改好、改到位，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

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

族。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

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传承弘扬革命文化，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寻找源头活水。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

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求是》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地球上每一首诗，都是共同的心跳。”

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昨天在徐家汇书院

开幕。74岁的法国诗人让-皮埃尔 ·西梅翁

走上领奖台，捧起属于他的“金玉兰”——

他成为本届国际诗歌节的“金玉兰”诗歌奖

得主。他说，诗歌是我们人类共同创造出

的声音，“每一首诗，无论长短优劣，都代表

人类意识的进步”。

此次国际诗歌节主题为“诗意天下 和

而不同”。在西梅翁身后，是复刻的土山湾

牌楼——“光启之门”。土山湾，也曾见证

中西文化融合。在这里，西洋艺术和中华

传统文化在合作中互鉴。

“上海，城市如浩渺的天空，将多元囊

括其中。”这是现场，西梅翁应文汇报之邀，

为上海创作的诗歌。“我收藏有中国诗集，

看过李白、王维、杜甫的经典作品。”值此中

法建交60周年之际，西梅翁感慨道，在法国

的文化殿堂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始终

占有一席之地。他坦言：“法国的诗人群

体，或多或少都对中国文化怀有敬意与好

奇，中国诗人和思想家的著作在法国广受

欢迎，成为了口口相传的经典。”

“无论何处，诗歌都是表达友谊的语

言，是人类灵魂的世界语。”西梅翁也是“诗

人的春天”组委会主任。每年一到春天，百

花竞开，而诗歌系列活动也随着沉醉的春

风展开，在大学、在图书馆，在诗歌之家，在

所有能迎接“诗人的春天”的地点，他组织

各种研讨、讲座、分享、朗诵活动。诗歌传

情，“诗人的春天”成为交流平台，春天般的

活力也漫溢到中国。

美国诗人杰克 ·马里纳耶也说，诗歌跨

越国界、性别，属于每一个热爱诗歌的人。

他的文学作品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他还与来自全球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合作。

古巴诗人鲁道夫 ·哈斯勒，自前天落地

上海，便新开了一本纸质笔记本，取名“上

海旅记”，将他所见、所感受的，记录了满满

当当5页纸。

德国诗人卡斯滕 · 施泰因梅尔茨是第

四次来到上海。但不一样的是，此次他与

爱人、稚子同来。在他眼中，城市的美妙之

处在于不同切片。初来乍到，他看到的是

黄浦江上过往的游轮，陆家嘴鳞次栉比的

摩天大楼，旧弄堂中的石库门建筑。再来

一回，往梧桐深处走一走，他看到了弄堂树

上摇摇晃晃的鸟笼，下象棋爷叔的壶嘴中

逸出的一缕茶香。这是上海生活的切片。

还有拥挤的站台、飞速驶过的地铁、写字楼

里的落地窗口，“历史的深厚底蕴与现代的

先锋潮流，在上海汇聚交融，赋予这座城市

包罗万千的胸怀和饱满多变的气质”。

作为上海唯一的国际性大型诗歌文学

创作交流活动，每年一度的上海国际诗歌

节努力促进和创新对外文化传播、文化交

流方式，推进人类不同文化与文明的交流

与互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扩大和加强

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展示了中国文学

的蓬勃发展和生机活力。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国际诗

歌节艺委会主席赵丽宏说，碎片化阅读的

时代，更需要诗歌沟通心灵，“精粹的文字、

真挚的情感，是发现生活中的纯粹美好，一

定可以打动人心”。

第九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在徐家汇书院开幕

诗意无国界，在上海迎接“诗人的春天”

■本报记者 王宛艺

上海国际诗歌节以诗歌为纽带，搭建起一座座沟通心灵的桥梁。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记者张懿）为深入推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落实
今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关于“深入推进数字长三角建

设”的具体部署，在长三办统一指导下，沪苏浙皖数据主管部门

共同推动组建数据专题组，并于近期获批成立。昨天，长三角数

据专题合作组第一次联席会议在上海举行，三省一市省级数据

主管部门共同签署工作备忘录，集体审议工作机制，并在国家有

关部委指导下商讨下一步合作方向。

数据已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新动能，在数据发展

领域，长三角三省一市基础扎实、特点鲜明、优势互补、协作互

通，前期合作取得累累硕果。在数据基础设施方面，目前长三角

正在加速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同时

探索建设高效、可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体系。在惠企惠民方

面，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已开通高频跨省通办服务和应用

176项，全程网办办件超过1400万件，长三角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改革被国办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在促进产业协同方

面，沪苏浙皖签署《长三角航运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协议》，有效

提升相关公共服务能力，上海普陀区海纳小镇、浙江杭州市云栖

小镇、江苏无锡市雪浪小镇各具特色、交相辉映。

此外，长三角还建成政务数据共享底座，打通三省一市大数

据资源平台数据共享节点，实现跨区域高效共享，有力支撑“一

网协同”、“一码畅游”、“一码通行”、财政电子票据共享应用、经

济困难学生跨省资助免申即享等各类应用拓展。

会议透露，下一步，沪苏浙皖将用好数据专题组这个高水平

协作平台，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以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点产

业、人才培育等为抓手，让长三角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数字化建

设的标杆。

深入推进数字长三角建设

沪苏浙皖共建数据专题组

借长征十二号首飞成功东风

上海国资积极布局
商业航天新赛道

新火箭、新发动机、新发射场，

中国航天迎来焦点一站。昨天，我

国首型4米级运载火箭——长征十

二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

场成功发射，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

验卫星和技术试验卫星03星送入预

定轨道。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面向商业航天市场

立项的新直径系列运载火箭，也是国

家布局建设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执行

的首次发射任务。

它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八院抓总研制，采用两级最简构型和

4米级单芯级设计，全长约62米，起飞

质量约 430吨，一级采用 4台推力

1250千牛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二级采

用两台推力180千牛的液氧/煤油发

动机。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小于12

吨、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

不小于6吨，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

两级单芯级火箭，可根据任务需求适

配5.2米、4.2米直径构型的整流罩，支

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

长征十二号运载火箭突破运用以

健康诊断管理、牵制释放、与液氧相容

冷氦增压、铝锂合金贮箱、“全三平”无

人值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技术，扎

实提升可靠性、安全性、便捷性。

十年磨砺，与商业火箭
共同成长

我国运载火箭研制初期，受运输

条件限制，特别是铁路隧道运输宽度

与高度的要求，长征系列中型运载火

箭一直沿用3.35米箭体直径。面向太

空2.0时代，即大众利用太空时代的挑

战，八院研制团队一直在思考和探寻

高性价比的新一代运载火箭，该项目

自2020年5月完成立项，走过近五年

研制攻关路。若要从最初的研发课题

论起，则经过十年磨砺。

研制团队根据运载火箭演进规

律提出新的评估指标——面推比，即

火箭起飞推力与箭体等效截面积的

比值（千牛/平方米）。高面推比，意

味着火箭具有更好的提速性能，可以

尽早甩开稠密大气层，减少空气摩擦

力损耗，相同燃料下具备更高的运载

能力。

于是，八院研制团队开始论证在

单芯级构想上实现箭体直径与发动

机数量的最佳适配方案，通过多次走

访和调研，针对我国铁路运输路况进

行限界测量，并通过与六院反复迭代

论证，最终选定箭体4米级直径、安

装4台我国新一代主力液氧煤油发

动机YF-100J泵后摆发动机的布局

设计，面推比由现役新一代运载火箭的约270千牛/平方米大

幅提高至440千牛/平方米。与传统3.35米直径的运载火箭

相比，可实现推进剂装填量提升30%，火箭模块的推力性能

提升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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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博臻

预收费常见于服务业，养老行业也不例

外。养老机构预收费，让老人享受优惠折扣

的同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维权难”的

风险。

今天起，《上海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实

施办法》施行。这是自今年10月国家层面的

《关于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的指导意见》

施行后，上海因地制宜的一次监管探索。

在前期充分调研、听取养老机构建议的

基础上，上海针对部分监管条款主动“自我

加压”。比如，在国家层面明确养老服务费

预收的周期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的基础上，

《办法》提出了“养老服务费最多不超过3个

月”的要求。上海金之福养老服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兵认为，这一要求既体现了

严格规范预收费的指向，也充分考虑了上海

民非养老机构的整体实际运营情况。

依托成熟优质的养老机构服务，上海鼓励

各区探索“公证提存监管”。老年人或者其代

理人，可将养老机构的预收费直接存入公证

机构开设的公证提存账户（专用存款账户）。

公证机构确认养老机构履行合同义务且养老

机构和老年人或者其代理人均无异议后，预

收费才会转入养老机构自有资金账户。

“加强养老机构预收费收取、管理、使用

等监管，并非制约影响养老机构的正常运

营，而是规范引导其健康发展。”市民政局养

老服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规范收费，明白消费

老人们口中的“预收费”通常包括三

类——养老服务费、押金和会员费。三类费

用对应的使用场景不一、金额有所不同，《办

法》也根据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管理。

养老服务费易理解，指的是床位费、照

料护理费、餐费等养老机构向老人提供服务

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针对这类费用，部分公

建民营养老机构采取后收模式，而综合运营

管理成本相对更高的民非养老机构迫于资

金流的压力，通常选择当月收取。《办法》对

此明确，床位费、照料护理费原则上采用当

月收取费用的方式，而整体的养老服务费一

次性预收取最多不超过3个月。

“一定的预收费空间，让养老机构运营拥

有更大的冗余度。”徐兵以其所在的机构为例

算了一笔账：每月上旬收取当月的养老服务

费，机构人员工资也在同一时间支付完毕，而

政府发放的运营补贴每半年支付一次，这笔

经济账稍有环节疏漏，就容易算不平。

他建议，可适当允许养老机构将部分预

收费用投入机构的建设运营。特别是更难

周转开的小型养老机构，给予其一定的管理

空间。 ▼ 下转第三版

《上海市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实施办法》今起施行，规范引导养老机构健康发展

专用账户管好“养老钱”，上海探索监管“预收费”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从《钗头凤》到《红豆词》，中国艺术歌曲有多迷人
第四届中国艺术歌曲国际声乐比赛决赛在上音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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