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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
就中厄建交 45周年互致贺电

乘 长 风 破 万 里 浪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历史长河奔
腾不息，时间洪流滚滚向前——

2024 年，人民共和国迎来 75 周年华
诞，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进入关键
一年，全面深化改革扬帆再启航，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走过关键一程。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十余个省区
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考察视察，四次出访
国外，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出席一系
列重大活动，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推动治国理政理论和实践
取得崭新成果。

这一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攻坚克难、锐意进取、砥砺奋斗，取
得很不平凡的发展成绩，我国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
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乘长风破万里浪。当历史掀开新的一
页，复兴的曙光喷薄而出。

守正创新 开拓奋进——
“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

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
远，要登绝顶莫辞劳”。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
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一副南岳

衡山的对联，形容今日之中国在历史进程
中的方位。

人到半山路更陡，船到中流浪更急。
当时间行进到2024年，中国发展的内

外环境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经历大
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与此同时，我国改
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运行仍面
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这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更是一个大
有可为的时代。

此时，距离“划时代”的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已过去 40多年；距离“划时代”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有10年多时间。

党的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
国家的中心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时代给出新的命题，继往开来的关键
时刻，呼唤再启新局的关键担当。

2024 年 4月底，一则新华社消息通过
电波，传遍大江南北——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
决定今年 7月召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问题。”

不到一个月，5月22日至24日，习近平
总书记深入山东考察调研，就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听取意见建议。

日照港，海天辽阔，碧波荡漾。习近平
总书记驻足码头边，临海迎风，远眺凝思。

40 多年来，正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力
量，让眼前这座曾经沉寂无闻的港口，迅速
成长为“最年轻”的 5亿吨级港口，年货物
吞吐量居世界第七位。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从中，我们
应当坚定一种信念，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
一定可以成功。”

新时代新征程，靠什么凝心聚力？靠
什么推动发展？靠什么应对挑战？

“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
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
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
众新期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作出历史性的战略抉择，以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从 2023 年隆冬之时，到 2024 年的盛
夏时节，历时 7个多月。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担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
组长，全程擘画、组织调研、精心指导、把
脉定向。

2024年 7月 1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二
层宴会厅，灯光璀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此举行。

“通过！”
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庄严宣布，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一份标注时代的改革新
蓝图诞生了，中国改革开放矗立起新的里
程碑。

2 万余字的文件，勾勒出一幅气象万
千的新征程改革“全景图”——

锚定 2035年，重点部署未来 5年改革
任务；以“六个坚持”，指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遵循；以“七个聚焦”，囊括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300 多项重要
改革举措，牵住经济体制改革“牛鼻子”，又
统筹推进其他各领域改革……

当这份宏大而务实的改革新蓝图公布
后，外媒纷纷评价，中国“即将到来的是一
个更全面、更深刻的改革阶段”，“显示出未
来发展的新方向”。

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
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
“全党上下要齐心协力抓好《决定》贯

彻落实，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
署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作
为治国理政的关键抓手，引导全党全国人
民坚定改革信心，更好凝心聚力推动改革
行稳致远。

2024年10月，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热潮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启
了一次行程密集的考察调研，从东南沿海
到江淮大地，四天时间，两省四市，看大潮
正起、千帆竞发。

在福建厦门，对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
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安徽合肥，察看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要求加快科技创

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天，抓

改革开放，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比过去要
求更高了”“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
开放上奋勇争先”。

从福建、安徽考察回京不久，习近平总
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对关系，要求领导干
部“增强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切实做
到“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铲除顽瘴痼疾不
含糊，应对风险挑战不退缩，奋力打开改革
发展新天地”。

以上率下，只争朝夕。
党 的 二 十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 以 来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主持召开重要会议、
研究部署重大改革举措、深入基层考察
调研，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动力，推
动改革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发布，“按照
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
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落地，民营经济促进法
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一系列事关全局、备受瞩目、含金量足
的重磅改革举措密集出台，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风生水起，进一步激发了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新动能，一幅中国式现代化的更
新画卷铺展开来。

（下转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
情系新疆、心系新疆人民，他强调“新疆自古
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新疆各民族是
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家庭成员。要完整准
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
疆工作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
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要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
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习近平总书
记以“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的生动比喻，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紧密关系，为新时代推进中华
民族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积极响应
总书记的号召，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领悟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大力实施“文化润
疆”工程，组织一批优秀的书画名家深入新
疆各地，用他们的画笔见证新思想引领新
时代的山河巨变，共同绘制了一幅展现新
时代新风貌的百米边疆画卷。

2024 年 8 月初和 9 月中旬，米良会长
亲自率经济文化交流考察团两次赴大美新
疆进行调研考察和文化交流，在这片古老
而年轻的土地上，考察团成员深刻感受到
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亲身体验到了新
疆各族人民的热情好客和丰富多彩的民族
文化特色。考察团受到了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的亲
切接见，这一殊荣如同一股强大的动力和
暖流，激励着考察团全体成员更加坚定投
身于“文化润疆”的生动实践。

为深化交流合作，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
促进会与乌鲁木齐县携手共建了“天山创作
基地”“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
更易沟通世界。”这个基地成为两地艺术家
展示才华、创作艺术作品、交流互鉴的重要

平台，也为当地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各族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益增强。昔日的
荒滩戈壁如今已变成了绿洲和良田，现代
化的城市和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往昔的内陆边远地域变成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核心区。118 条交通运输线连接中亚、
南亚、西亚和欧洲，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完善，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同时，新疆的农业、畜牧业、矿
产资源开发等传统产业也在转型升级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座谈交流、采风写生期间，
著名书画家、被文化部评为最具影响力 50
位艺术大家的米良会长目睹科技赋能、高
速发展、山乡巨变的大美新疆，看到各族人
民群众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载歌载舞
的生活激情和丰收喜悦，一项宏大的创作

计划油然而生，提出了“绘大美新疆百米书
画长卷，赞盛世中华民族团结富强”作为

“天山创作基地”的开篇巨作。这一计划是
对习近平总书记文化思想的深入贯彻，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是
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

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对此计划
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许。他强调，书画作
品不仅要展现新疆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
风情，更要传递中华民族团结、和谐、共同
发展的美好愿景，体现各民族间交流交往
交融的精神，表达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共创
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展现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精神。

在主创人米良会长的带领下，陈凯、
李恒才、佟宝权、刘树海、贾立学等书画名
家积极响应，拿起画笔，以笔寄情，以墨叙
意，熬过无数不眠之夜，历经3个多月的奋
战，创作完成了大美新疆百米书画长卷创
作。书画长卷由新疆名胜、风土人情、新疆

新貌三部分组成。《人间仙境》《龙潭天池》
《天山风情》《巴扎风情》和《吐峪沟古村》等
一幅幅传世精品佳作，以细腻的笔触，丰富
的色彩，描绘出新疆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
地域风情和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族文化
特色，从碧波荡漾的龙潭天池到巍峨高耸
的天山山脉，从千年不朽的胡杨林到喷薄
欲出的火焰山，从热闹繁华的巴扎市场到
宁静祥和的吐峪沟古村，每一幅画面都散
发着浓郁的新疆民族风情。画卷中，新疆
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和谐共生的美好情形
令人动容，载歌载舞伊犁风情、赶集归来的
喜悦，在画家的笔下栩栩如生。这些不仅
体现了新疆自然之美、人文之韵的独特魅
力，更是对新疆民族文化的一次深耕和生
动再现，传递着“文化润疆”的深刻内涵，通
过文化交流与传播，促进各民族相融互通、
团结奋进、激发内生动力，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建设，生动阐释了中华文化“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情怀。在作品预

展、征求意见期间，有三位中央领导同志莅
临视察、指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
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来自国家机关领导、中
央美院、专业人士和高校师生都给予了极
高的评价。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些作品的问
世，它们将成为连接各族人民心灵的桥梁，
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关乎国本、国
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
特色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
命”。昂首阔步奋进新时代，追逐梦想踏上
新征程。米良会长表示，作为一名艺术家，
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思想，牢记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深耕文化艺术创
作，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
国西部研究与发展西促会会长，在落实党中
央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伟大进程的“赶考”
路上，要扛起责任，团结带领全会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一
个中心，两个建设”的工作指导方针开展好
各项工作。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建立“文化
创作基地”、推进“文化产业园”工程、促进

“文旅融合发展”等措施，持续实施“文化润
疆”工程，举办更多的文化交流、艺术展览和
学术研讨，促进多民族文化交流与合作，进
一步挖掘和传承新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
作一批更具民族文化特色题材的书画艺术
精品，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彰显中华民族
文化魅力，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凝心聚力，培根铸魂，以文化为桥梁、以
艺术为纽带，共同书写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新篇章。

（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1月 2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5
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
建交 45年来，中厄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近
年来，双方政治互信日益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丰硕，中厄友好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中厄自由贸易
协定顺利签署并生效，有力推动经贸合作提质升级，
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我高度重视中厄关

系发展，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45周年
为新起点，赓续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
中厄关系再上新台阶。

诺沃亚表示，厄中建交45周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里程碑。45年来，双方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建立
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厄
瓜多尔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和厄中自贸协定生效，有
力增进了两国人民福祉。厄方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协
作，深化友谊、对话与合作，建设共同繁荣的未来。

绘大美新疆百米书画长卷 颂壮丽山河万里诗篇
——记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实施“文化润疆”工程

□大美新疆百米书画长卷部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