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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涌过高原、峡谷、沙漠、平
原，黄河弯曲成拥抱大地的臂
弯。人们投入怀抱，逐水而居。

连续两年，本报记者走访
黄河上中下游，探寻新时代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密码。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
动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特
色优势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统筹新型
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保护弘
扬黄河文化……各方协力奏
响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扫一扫扫一扫 看详情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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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必 须 坚 持 守 正 创 新

11月 30日，海南三亚，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闭幕式上，各民族代表向大会志愿者代表献上鲜

花和大会吉祥物。当晚，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闭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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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

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

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指导，是中国共产党鲜明的政治

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习近平

总书记将‘马工程’定性为‘党的

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

工程’，彰显出对理论建设的高度

重视。”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颜晓

峰表示，深入推进“马工程”，是我

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高举马克

思主义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

向、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具有重要意义。

20年来，工程建立健全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的工作机

制、巩固党的理论阵地、团结广大

理论工作者，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

研究成果。

数据显示，工程启动以来，

全国马院从不足 10 家发展到如

今超过 2000家，700多项重点课

题有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数以万计的专家学者投身其中。

“在重要指示中，总书记充

分肯定‘马工程’取得的丰硕理

论成果，增强了我们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更高水平推进思想理论

建设的信心决心。”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

上，现场参会的工程首席专家

秦宣深受鼓舞。“实践发展永无

止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也永无止境。我们要按

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守正创

新 ，及 时 科 学 解 答 时 代 新 课

题。”秦宣说。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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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何春中 国新冠 任明超

孟冬时节的三亚，海风

送暖，椰风习习。

11 月 22 日至 30 日，第

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在海南三亚举

行。本届运动会为期 9 天，

6960 名各族运动员参加 18
项竞赛项目和 170 个表演

项目的比赛，运动会期间

还举办民族大联欢等文化

活动。

赛场上，运动员同台竞

技。赛场下，各代表团运动

员相互交流学习，结下深情

厚谊，共同捧起民族团结

“最高奖杯”。

11 月 22 日晚，运动会

开幕式在三亚市体育中心体

育场举行。观众亲临现场或

通过直播观看盛况。在开幕

式现场和上万人一起唱完歌

曲 《爱我中华》后，一位三

亚市民热泪盈眶：“这场体

育盛会在家门口举行，既骄

傲又自豪。我深深感受到

各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和

祖国的伟大繁荣，对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有

了深刻认识。”

“为海南自豪，为三亚

骄 傲 ！”海 南 代 表 团 运 动

员 阎 家 骏 说 ，“ 开 幕 式 让

我 深 刻 感 受 到 了 民 族 团

结 的 力 量 。人 心 齐 、泰 山

移，团结是无坚不摧的力

量源泉。”

椰子，这种在海南三亚

常见的水果，在本届运动会

民族大联欢活动现场，被赋

予了独特的内涵。

“你好，香港代表队的朋

友们！我们是广西代表队的，

送给你们一个椰子！”11月 26
日，广西代表队民族健身操

项目的选手，手捧圆润饱满、散发着清新椰香的椰

子，满脸笑容地走向香港队。香港队的队员们被这

突如其来的热情感染，异口同声地说：“谢谢你们！”

当被问到送椰子的原因时，广西代表队健身

操项目的运动员回答：“我们刚才在路上碰见香

港队感觉很亲切。正好手里有个椰子，就作为礼

物送给他们。” （下转2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在浙江省温州市的广袤乡村，每当夜幕降

临，村民们常常聚集在村里的文化礼堂前，期待

乡村艺术团的演出。大人们讨论即将上演的节

目，孩子们在人群中穿梭嬉戏。

一天晚上，温州市洞头区北岙街道，在等候越

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的人群中，一名村民回

忆：“小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单调，偶尔能听

到广播里播放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候的

奢望，就是能面对面看上一台这样的戏。”

近年来，温州乡村艺术团创新探索的“版

本”不断迭代。温州市文化馆馆长施丽君说：“从

1.0时代的‘送文化’到 2.0时代的‘种文化’，随

着乡村艺术团的探索不断深化，我们开始探索 3.0
时代——‘长文化’。”

“长文化”，强调城乡文化的共生与融合，将城

乡提到同一个维度，以平等的角度去融合资源、共

创艺术，实现城乡精神共富。

既是村民也是艺术团成员

2018 年 5 月，温州市启动“乡村文艺繁星计

划”，乡村艺术团随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当地通

过“单独建团、邻片组团、互补联团”等方式组建

团队，并将乡村文艺团队纳入基层文化人才培养计

划。截至目前，全市已成立 2700 多支乡村艺术

团，实现行政村 （社区） 全覆盖，年均开展各类群

众性文化活动超过 12万场，累计开展活动超过 52
万场，服务群众近 1858万人次。

73岁的徐雪华是首批参与乡村艺术团的成员，

对她来说，乡村艺术团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她的退休

生活，“我主要扮演老年人的角色，比如《白蛇传》中

划船的公公，《梁山伯与祝英台》中英台的父亲等”。

参与表演还让她在与村民的交谈中找到了话题，“很

多村民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表演得很出色，也想

尝试，我就建议他们加入乡村艺术团”。

平阳县英姿乡村艺术团 （原名麻步镇树贤社区

乡村艺术团） 自 2018 年成立以来，利用业余时

间，组织排练了歌曲、舞蹈、戏曲、器乐演奏、朗

诵、合唱等节目，不定期到各村 （社区） 演出，成

为当地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服务力量。

团长王碧瑜介绍，2019 年，她们还联合姊妹

艺术团成立文艺轻骑兵，穿梭于各乡村舞台流动演

出，通过“友情客串、助兴参演、同台竞技”等方

式，推动专业演员与乡村演员同台竞技，相互切

磋、相互交流。

龙港市咸园乡村艺术团成立于 2021 年，短短

几年就发展了起来。目前，艺术团已成立多个分

团，涵盖越剧、京剧、少儿越剧、鼓词、萨克斯、

武术等多个艺术领域。 （下转2版）

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长文化”

温州乡村艺术团探索城乡文化融合“新版本”

本报北京11月 30日电（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贾骥业）今天下午，为期 5天的第二届中

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
会”）在北京闭幕。记者从闭幕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本届链博会共促成合作意向 6700 余

项。据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贸促会”）的不完全统计，本届链博会共

签署合作协议、意向协议 210余项，涉及金额

超 1520亿元，比首届增加了 1.3%。

聚焦新质生产力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亮

点。在去年“5链 1展区”的基础上，本届链博

会新增“先进制造链”，有近 80家中外行业领

军企业在该展区参展，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外资

企业。“‘6链 1展区’生动展示了全球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有力促进国

际科技创新交流合作，推动发展以高技术、高效

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中国贸促会副会

长张少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本届链博会的“国际范儿”更足。张少刚介

绍，今年有来自 69 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

620 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境外参展商占比从首

届的 26%上升到本届的 32%。在本届链博会上，

中外企业或联合参展，或共同发起倡议，或深入

洽谈商机，或共话供应链发展，“链博会让供应

链成为共赢链”。

链博会注重促进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

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张少刚强调，链博会的展商

之间不是“掰手腕”抢客户，而是“手拉手”找朋

友。展会期间，展商与 3.7万多家上下游企业建

立合作联系，结识重要目标客户 1.8万多家。

第 二 届 链 博 会 闭 幕
促成合作意向6700余项

（相关报道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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