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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

性提出并阐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揭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必由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

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
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是必由之路”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

要讲话，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

立足恢弘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史，“两个结合”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道

路。

这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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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

朱熹园的一席话，发人深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党的二十大前夕，重大文化工程《复

兴文库》一至三编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

记在序言中指出要“传承革命文化、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

底蕴。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

文明的基因，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第二个结合”让经由

“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

化的文化形态。

2023年 6月 30日，中央政治局就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

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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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

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

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

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

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

大的真理力量。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

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用中

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

为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

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开辟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
的最大法宝”

2022 年 10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河南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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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

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

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新时

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

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坚持了“两个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重

要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

界，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文化根基。

2021年“七一”前夕，党中央首次颁授

“七一勋章”，标志着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全面落地。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富资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

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

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马克思

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金融

系统注入传承传统、积极向上的文化基

因，也赋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

内涵，指明了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金融

强国的前进方向。

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

要作用清晰标定：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

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

重要因素……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之理”，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充盈浓郁

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

2023年 4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

展开，“一场新的学习竞赛”拉开帷幕。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

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

托，一个民族就能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

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表明我们

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

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

达到了新高度。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

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

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

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党在新时

代新征程掌握宣传思想文化上的主动提

供科学理论指导。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

责任。

2022年 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上，面对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

总书记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

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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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魂和根，理论创新之源才能越来

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才会越来越强劲。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其中之

一。

文脉绵延不绝，也要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不

要轻慢了。”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

在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待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为新

时代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

前进方向。

坚持“两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

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2023年 2月 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

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它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

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

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征程上，更好坚持“两个结合”，以

真理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聚

磅礴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

宽阔。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三

□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思北 徐壮

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记者
任沁沁） 2024 年春运将于 1 月 26 日

开始，春运期间出行人数预计将再创

新高。千里归乡路，平安是幸福，这

是来自公安部的安全提示和一线交

警的出行锦囊，请您查收。

公安部预计，2024 年春运公路

路网将面临超大流量和恶劣天气的

双重严峻考验，主要风险包括六方

面：主干公路人流、物流、车流密集，

易发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小客

车长途自驾、拼车包车出行集中，无

证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强超

强会等违法肇事几率大；春节前年

货消费品运输需求旺盛、元宵节后

各行业抢抓“开门红”，重型货车肇

事风险突出；聚餐聚会、休闲娱乐活

动多，酒驾醉驾违法肇事风险大；外

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赶集庙会活

动多，农村地区交通安全风险上升；

低温雨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冰雪湿

滑路面易引发车辆侧滑翻坠及多车

相撞事故。

一份来自福建泉州洛江交警的

出行攻略提示，春运期间，自驾长途

出行必须做好充足准备，提前掌握车

况、路况、天气情况，科学选择出行时

间、线路和方式，避开高峰时段和拥

堵路段；合理安排行程及休息时间，

连续驾驶 4 小时要停车休息 20 分钟

以上，避免夜间行车；低驾龄驾驶人

应尽量避免长途自驾。

研究表明，驾驶车辆接打电话产

生 的 事 故 风 险 是 正 常 驾 驶 的 4 倍 。

交管部门提醒，驾车请集中精力，不

要接打电话、发信息、抽烟等，切忌分

心驾驶。此外，出行勿忘“一盔一带，

贴心守护”，与亲朋好友聚会后切记

“酒后莫开车，开车莫饮酒”，高速公

路发生交通事故后牢记“车靠边，人

撤离，即报警”，乘坐长途客运“拒绝

超员车辆并报警”。

近日受雨雪寒潮天气影响，多地

发生多车相撞事故。交警建议，遇低

温雨雪冰冻天气，尽可能减少自驾出

行，确需驾车出行的，要避开管制时

段、路段，避免中途长时间滞留，冰雪

湿滑路面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

慎驾驶，不急打方向、急踩刹车，防止

车辆失控侧滑侧翻或追尾。

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高敬
姜子琳） 生 态 环 境 部 25 日 公 布 的

2023 年蓝天、碧水“成绩单”显示，去

年全国优良天数比例为 85.5%，地表

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达到

89.4%，均完成年度目标。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 339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为 85.5%，扣除沙尘异常超标天

后，实际为 86.8%，好于年度目标 0.6
个百分点，较疫情前的 2019 年同期

（82.0%）上升 3.5个百分点。全国重度

及以上污染天数比例为 1.6%，扣除沙

尘异常重污染天后，实际为 1.1%。

2023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细

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为 30微克/立
方米，优于年度目标（32.9 微克/立方

米），较疫情前的 2019年下降 16.7%。

水环境质量方面，2023年全国地

表水水质优良（Ⅰ-Ⅲ类）断面比例为

89.4%，同比上升 1.5 个百分点，好于

“十四五”目标 4.4 个百分点；劣Ⅴ类

断面比例为 0.7%，同比持平。长江、

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生态环境部还公布了 168个重点

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前 20位和后 20位

城市名单，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表

水考核断面排名情况等。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日前

召开的 2024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会议上表示，2023 年，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形势严峻复杂，在全力支撑服

务经济运行整体好转的同时，顶住气

象条件极为不利等多重压力，生态环

境质量实现稳定改善。

黄润秋说，2024年要持之以恒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因地制宜有序

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高质量推进

钢铁、水泥、焦炭行业超低排放改造，

推 进 柴 油 货 车 污 染 防 治 攻 坚 行 动

等。同时，深入推进大江大河和重点

湖泊保护治理，组织实施重点排污口

整治提升行动等，持续深入打好碧水

保卫战。此外，要加强关闭搬迁企业

腾退地块污染管控，加强固体废物和

新污染物污染治理等。

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540元

动车整装待发迎春运

出入平安！春运安全出行锦囊来了

1 月 25 日，在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北京绿养道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大

棚，工作人员采摘草莓。

近期，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草莓种植大棚中的草莓进入成熟期，当地果

农采摘分拣草莓，供应春节市场。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多家外资金融机构专家表示，去

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顺利完成，

相信随着政策加力显效，中国经济有

望继续巩固回升向好势头。

中国国家统计局 17 日发布数据

显 示 ，2023 年 中 国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突 破 12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2%。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经

济体中名列前茅，中国仍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最大引擎。

“去年 8 月以来，大部分月份的

整体经济数据比预期要好。”摩根大

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说，“从

去年 8月中国央行降息、9月降准，到

10月宣布增发 1万亿元国债，我们看

到政策在稳增长方面变得更加积极、

更有针对性。”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及首席中

国经济学家汪涛表示，去年四季度，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基建投资、

制造业投资和工业生产的同比增速均

有所上行，GDP同比增速小幅超预期。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注

意到，去年 12 月中国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6.8%，环比增长 0.52%，

好于预期。特别是手机和汽车产量

同比增长 29.6%、24.5%，有力支撑工

业生产数据稳步回升。

出口方面，在全球贸易投资放缓

的当下，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出口额

2023年实现了小幅增长，特别是电动

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

池等“新三样”表现亮眼。“中国制造

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2023 年‘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首次

突破万亿元大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

新动能。”德意志银行首席中国经济

学家熊奕说。

展望 2024 年，多位外资金融机

构人士表示，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有利条件在不断积累，经济回升

向好态势将持续得到巩固。

朱海斌表示，消费将继续成为

2024 年 中 国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驱 动

力。家庭储蓄率有望进一步降至疫

情前水平，这将为实际消费增长带来

1个百分点的贡献。

德意志银行私人银行部亚洲投资

策略主管刘佳认为，在中国一些重点

行业，特别是和高科技相关的行业，就

业已出现一定程度复苏，因此有望在

2024年继续带动消费者信心复苏。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

师丁爽表示，在工业利润增长和财政

支持发力共同作用下，2024年中国制

造业和基建投资有望保持相对平稳。

汇丰环球研究大中华区首席经

济学家刘晶表示，2024年中美利差有

望缩窄，这将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更

多的空间。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回升向好，多家外资银行看好中国经济

春节临近，人们的餐桌和年货购物车

里肉食种类丰富，“地上跑的”“水里游

的”，国内外产品花样繁多。

根据农业农村部和中国农科院最新

统计，我国自主培育的肉牛品种华西牛，

近三年冻精市场推广占比 17.8%；自主培

育的 12 个南美白对虾新品种，市场占有

率达到 35%；国产白羽肉鸡品种市场占有

率提升到 25.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中国种子，其

实不只是粮食蔬菜，动物种源也是广义的

“种子”。鸡、牛、虾，餐桌上看着普通的这

些品种，以前种源不同程度靠进口，白羽

肉鸡种源甚至 100%依靠“洋种子”。

这是为啥？

吃得少、长得快、得病少、生得多，是

“洋种子”的普遍特点。发达国家发展现

代畜禽养殖时间早，基础数据和繁育体系

强；我国发展现代畜禽养殖只有数十年，

虽然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 75%，但育种技

术和效率还有不小差距。

只有核心种源攥在自己手里，才能不

管国外形势怎样，咱老百姓的餐桌有保

障。

三件“宝贝”是如何一步步通过自主

培育、到百姓碗里来的？

正如炒菜需要好的食材、炊具、烹饪

技术，育种也要有好的种质资源、科研平

台、育种技术。近年来，我国三管齐下，加

快产学研合作，步步为营。

以“一只鸡”为例，白羽肉鸡适合做快

餐、团餐和加工制品，供给量占我国鸡肉

市场半壁江山。历经几十年磨一剑，2021
年底三个国产品种通过审定，实现了“从 0
到 1”的突破。如今，自主培育品种市场占

有率 25.1%，去年还出口坦桑尼亚，试水

国际市场。

鸡、牛、虾，这“三鲜”的一小步，是中

国饭碗的一大步。

2021年我国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以来，

着力推动“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

见成效、十年实现重大突破”。

2023 年 是 实 施 种 业 振 兴 行 动 第 三

年。“地上跑的”“水里游的”，育种基础打

得咋样？

成绩单挺亮眼。全国农业种质资源

普查已经完成，其中新发现帕米尔牦牛等

畜禽品种资源 51 个，采集制作水产资源

12万多份。

同时，国家海洋渔业种质资源新库建

成运行，畜禽种质资源库加快建设。300
个种畜禽场站、101个水产原良种场组成

良种繁育“国家队”，基本实现猪牛羊禽、

鱼虾蟹贝全覆盖。

上 述 巨 大 宝 库 ，是 我 们 发 展 这“ 三

鲜”、培育更多“鲜”的底气。

围绕这些陆海“宝贝”，下一步如何齐

发力？

龙头企业将与科研单位、金融机构、

种业基地携手，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

育种联合攻关，农业科研“国家队”将强化

应用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种源

市场竞争力。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

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农业科技的进

步，终将体现在老百姓餐桌的一蔬一饭，

鱼羊为“鲜”。有了“中国芯”加持，中国饭

碗、中国味道值得期待！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中国育种新突破！这“三鲜”有了“中国芯”
□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郁琼源

2023年全国空气和水环境质量完成年度目标

这是 1月 25日凌晨在贵阳北动车所拍摄的动车组列车（无人机照片）。

大雪天气过后，贵阳北动车所内数十列动车组停靠在存车线上，排列整齐如同一支“陆地

舰队”。据了解，今年春运于 1月 26日开始到 3月 5日，共计 40天。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