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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慎将锡林浩特市易豪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位于杭办东园街土地登
记卡（土地权利证书号：锡国用(2011)第 00277 号，地号：02-12-864，图号：
4872.20-426.70，土地归户卡号：2011—0218）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13）

言言
生活所需的一切不贵豪华，贵简洁；不贵富丽，贵高雅；不贵昂贵，贵合

适。 ——林语堂
宁静谦逊的生活比纷纷扰扰地追逐成功更让人快乐。 ——爱因斯坦
受苦比解决问题来得容易，承受不幸比享受幸福来得简单。 ——海灵格
简洁是真的印记。 ——哥廷根大学物理学报告厅

评评
真实的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以为“向阳花木

易为春”，你以为“物理距离决定心理距离”，其实都是错的。真实世界的联系，
靠的不是“地缘相近”，而是“各取所需”。企业永远跟着市场走，不是跟着地缘
关系走。真实的世界格局不是靠地缘关系建构的，而是靠基础设施与市场经济
建构的，“你和我近”没有“我需要你”重要。

——孙不熟《珠三角为什么带不动粤东西北》

诗诗
悲，故人知未知？ ——马致远《金字经》
耳里频闻故人死，眼前唯觉少年多。 ——白居易《悲歌》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苏轼《望江南》
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 ——文天祥《酹江月》
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 ——辛弃疾《木兰花慢》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理理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

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
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
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
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史史
中央红军初入陕北。红军来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想，究竟是为人民的，还

是抢人的，摸不清，跑的跑，藏的藏。年轻妇女更害怕，年轻姑娘都躲起来、藏起
来。这些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大不相同。人那么多，不进民房，不随便吃老百姓
一碗饭，一举一动都有秩序。他们说话虽然听不懂，但对人很和气。共产党的
部队，看到你家的一棵枣树，随便摘着吃一颗？不敢摘。国民党的部队过去，一
次就给你弄完了，连枝子也给掰走了。

（正向平 辑）

一、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邀请，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路易斯·伊纳
西奥·卢拉·达席尔瓦于 2023年 4月 12
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在热烈友好的
气氛中举行会谈，就中巴关系、两国各领
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分别同卢拉
总统会见。

二、巴方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习近平主席再次当
选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方热烈祝
贺卢拉第三次出任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

三、双方回顾并积极评价两国建交
以来伙伴关系发展取得的成果，认为应
以今年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30周年
及 2024年两国建交 50周年为契机，继
续推动两国政府间互访和各部门对话交
流，增进政治互信，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
础，共同深化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为特
征的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在减
贫、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拓
展在环保、应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和数
字经济等新领域合作。

四、双方认为，当前国际局势风云变
幻，双方需继续努力，推动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双方重申维护国际法，包括作为其
不可或缺基石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
则，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
用。重申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践行多
边主义的承诺。

五、巴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
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巴方重申领土完整原
则，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方对此
表示高度赞赏。

六、双方重申支持联合国权威，以及
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发
展方面的核心作用。认为有必要对联合
国及安理会进行改革，使之更具代表性
和民主性，推动安理会进行必要和适当
的改革，以使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
用。中方高度重视巴西在地区和国际事
务中的影响和作用，理解并支持巴西在
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七、双方积极评价两国在国际组织
和多边机制中的对话和协调，并将继续
加强在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组织及二十国集
团、金砖国家、“基础四国”等多边机制下
交流。中方支持巴方在 2025年担任金
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双方将持续深化金
砖框架下各领域合作，双方支持金砖国
家成员国就金砖国家扩员进程进行积极
讨论，强调在基于广泛协商和共识基础
上，明确扩员进程的指导原则、规则、标
准和程序的必要性。

八、双方同意持续深化在二十国集
团框架下的有益合作。中方支持巴方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担任二十国集团主
席国，以此为契机加强发展中国家在二
十国集团框架下的优先事项。双方一致
认为，二十国集团是就经贸、金融和发展
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的主要机制平台，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促进二十国集团在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九、双方一致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
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一切有利
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鼓励和
支持。巴方积极看待中方有关提议，认
为提议为寻求和平解决危机提供了有益
思路。中方积极看待巴方为推动实现和
平所作努力。中巴双方呼吁更多国家为
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
用。双方决定就此保持沟通。

十、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
双方决定加强在环保、应对气候变化和
生物多样性丧失、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加
快向低碳经济过渡等领域合作。

鉴此，双方决定在中国－巴西高层
协调与合作委员会框架下成立环境和气
候变化分委会。

双方承诺就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在
“基础四国”、金砖国家等机制内继续开
展双边对话并协调立场。

十一、巴方祝贺中方在担任《生物多
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
期间，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通过制定雄心勃勃、平衡且
务实的框架，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的
丧失。双方承诺加强合作以落实“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并
就发展中国家主要关切扩大协作，包括
为生物多样性提供资金、开展科技合作
及技术转让。双方将根据《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寻求共同应对荒漠化、土地
退化及干旱问题。

中方祝贺巴西亚马孙地区贝伦市参
与申办202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中方支持巴
西申办。

十二、双方承诺将认真落实中国－
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通过的《2022 年至 2031 年中巴战略规
划》和《2022 年至 2026 年中巴执行计
划》，决定优化中巴高委会架构，并于今
年举行第四次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十三、双方强调中国－巴西高层协
调与合作委员会对于指导和协调双边各
领域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双方同意在
高委会框架内继续促进相互投资，在符
合两国各自利益和法律的基础上，探索
新的经济互补领域和合作机遇。双方愿
意探讨南美一体化等巴西发展政策和投
资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发展
政策和国际倡议进行对接。

十四、巴方欢迎中方为加速落实联
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的全
球发展倡议。双方将共同努力，寻求推
动全球发展更加繁荣、可持续和平衡，不
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十五、双方一致认为各国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不同文明应包容互存、交流共鉴。
巴方关注中方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双方
忆及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论坛的重要性，
2010年第三届论坛在巴西举办。

十六、双方强调，文化、旅游、教育、
体育等领域合作，对增进两国社会相互
了解具有积极作用。双方将共同努力加
强文化交流。双方决定推进落实两国合
作制作电视片和合作制作电影有关协
议，以促进视听作品制作领域交流，密切
中巴社会和文化联系。重申愿推动两国
科研、教育机构和留学生交流，进一步推
动在巴中文教学和在华开展巴西葡萄牙
语教学，促进中国学生更多赴巴西开展
学术交流，便利两国对对方国家现行的
学位认证机制的了解。

十七、双方积极肯定双边贸易良好
势头。双方赞成继续扩大贸易往来，积
极促进贸易多样化，推动贸易便利化，促
进服务贸易及农产品贸易，提高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双方肯定两国在海关及检
验检疫领域的良好合作，并承诺为双边
贸易涵盖更多更具竞争力、高附加值产
品创造便利条件。

十八、双方肯定在农业及农产品贸
易方面的合作具有战略意义，对双方主
管部门在卫生和植物卫生及食品安全等
领域达成的共识表示满意，承诺将在这
些领域加强对话，以坚定推动两国粮食、
农产品贸易的安全顺畅发展。

双方高度赞赏完成关于巴西输华陆
生动物蛋白饲料检疫和卫生要求议定书
的磋商及签署工作，并承诺积极推进巴西
碧根果、芝麻、高粱、大米输华议定书磋
商。除此之外，双方制订了动物源性产品
电子证书合作工作计划。双方承诺将继
续进行植物检疫电子证书工作计划磋商。

巴方确保推荐注册的肉类企业符合
要求，中方将按程序批准符合要求的企
业在华注册。

双方同意开展禽流感防控技术合
作，包括探讨禽流感无疫国要求。中方
愿同巴方就禽流感疫情防控加强交流，
巴方承诺将加强防控措施，确保本国禽
流感无疫状态。

中方愿加快对巴方口蹄疫无疫区的
风险评估进程，巴方承诺尽快邀请中方
专家赴巴开展实地评估，双方共同推动
相关评估认可工作。

双方赞赏两国主管部门在恢复巴西
牛肉输华问题上的努力与合作。此前，
因巴西发现一例非典型疯牛病病例，根
据现行的巴西牛肉输华议定书，巴方暂
停对华牛肉出口。

十九、双方愿推动两国科研机构和
企业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研发等领域
合作，重申扩大在可持续低碳农业、数字
农业、土壤保护技术、水资源、农业灌溉
的基础设施和动力来源、农业生物技术
（包括便利基因材料交流、获得研发支持
等）、种子、农业生产资料以及投资等领
域的合作意愿。

二十、双方将加强渔业和水产养殖领
域的交流，一致认为两国在鱼类贸易及其
他渔业产品贸易上有巨大发展潜力。

二十一、双方同意积极鼓励两国企业
到对方国家开展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
施、能源转型、物流、能源、矿业、农业、工业
以及高科技领域。双方祝贺签署《关于促
进产业投资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二、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在包括
铁路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与
合作潜力巨大，认可经济和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取决于高效的交通基础设施。双
方愿深化港口领域的投资与合作，特别
是发展基础设施和改善港口运营。

二十三、双方认可在航空领域开展
战略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认为，应共同努

力加强在中巴高委会项下航空领域的对
话，并在该领域广泛开展产业合作。双
方欢迎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与中方有关航
空公司开展合作。

二十四、双方强调两国在数字经济
领域的共识与互补性，赞赏《关于加强数
字经济领域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
签署，打造数字经济伙伴关系；落实双方
业已签署的《关于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
投资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打造可持续发
展伙伴关系。

二十五、双方一致认为，电子商务在
促进贸易发展方面潜力巨大，同意继续
落实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在
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下开展务实合作，继
续加强政策沟通，鼓励企业对接和地方
合作，开展能力建设，分享发展模式和经
验，共同推进中巴数字创新发展。

二十六、巴方重申邀请中方投资者
扩大在巴投资，特别是参与“投资伙伴计
划”，该计划是世界上最大的包括环境领
域在内的基础设施一揽子特许经营项目
计划之一。

二十七、双方对两国财政部签署合作
谅解备忘录表示满意。双方同意深化经
济财金领域对话，加强本币贸易，推动可
持续融资领域合作，深化财金智库交流，
促进会计审计监管交流，分享监管政策和
经验，继续为各自企业依照当地法规投资
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推动两国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

双方同意就推动中巴扩大产能合作
基金在促进双边投资合作方面有效发挥
作用加强对话。

二十八、双方赞赏中巴在财金领域
特别是新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框架下合作取得的进展。双方愿共
同建设有关机构，促进两国及全球的共
同发展。双方重申对新开行的支持，支
持新开行以循序渐进、地域平衡的方式
吸纳新成员，并提高机构治理水平。双
方强调两国在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
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方面发挥的作用。双方欢迎巴西前总统
迪尔玛·罗塞夫担任新开行行长。

二十九、双方强调以公平公正方式
在本国和国际上进行能源转型和减排的
重要性，这需要考虑到各国国情特点、能
源需求的增加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必要
性。双方同意在有关领域进一步开展双
边对话，深化各自公共政策信息交流，以
更好推动清洁能源使用，促进实现各自
能源矩阵脱碳的技术研发。

三十、双方重申愿共同努力在可再
生能源、能源转型和能效领域，特别是生
物能源、氢能源、可持续航空燃料等方面
开展合作，促进双方开展能源转型领域
的相互投资和研发、创新合作。

三十一、双方认可科技创新对于两
国经济发展与经济竞争力的战略作用。
双方指出，双边合作是实现上述目标的
关键方式。鉴此，双方决定密切电子商
务、低碳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技术
等领域合作。双方同意鼓励两国创业生
态系统进行互动，建立联合研究、开发和
创新中心，并合作开展有关项目。

三十二、双方认为，两国在信息通信
技术领域的合作与投资潜力巨大，高度赞
赏两国签署该领域谅解备忘录。一致同
意进一步密切两国公私领域参与者联系，
创建机制促进两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和
技术伙伴关系。表达进一步促进相互投
资多元化的意愿，例如中国企业宣布在巴
西进行通信领域和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

三十三、双方忆及1988年创立的中
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取得的成就，重申
愿强化和拓展两国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
方面的合作，并强调合作中应共同推动
新技术研发、开展包含技术转移要素的
项目。双方高度赞赏《关于合作研制地
球资源卫星 06 星的补充议定书》和
《2023－2032年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西
航天局航天合作计划》的签署，同意加快
推进中巴地球资源卫星 06星的研制和
中巴航天合作大纲有关项目的实施，深
化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5星的方案论证，
拓展月球与深空探测等领域合作。双方
同样支持目前正在巴西进行建设的用于
研究暗物质的 BINGO 射电望远镜项
目。双方还强调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
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有
利于所有参与方。双方强调，包括深空
探测在内的和平利用外空活动应以国际
法为基础，且应有利于促进国际合作。

三十四、双方忆及，巴西是少数拥有
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技术的国家之一，
中国也正通过推进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
建设，以共同发展新一代光源技术。双
方欢迎巴西科技创新部全国能源材料研
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开
展合作，以促进巴西天狼星同步辐射光
源和中国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协作。

三十五、双方同意在便利两国人员

往来、扩大旅游交流方面加大努力。考
虑到促进两国双向旅游系《2022 年至
2026 年中巴执行计划》制定的目标之
一，双方愿推动两国旅游合作谅解备忘
录的签署。巴方赞赏中方将巴西列入恢
复出境团队旅游国家名单。

三十六、作为体育大国，双方愿推动
体育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旨在鼓励
各类体育项目、体育医学与科学的交流。

三十七、在全球面临粮食不安全的
人口数量再次上升的背景下，双方忆及
两国在抗击饥饿与贫困、采取措施保障
低收入群体享有健康食品等方面的成功
经验。双方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消除饥
饿与贫困，认可“联合国家庭农业十年
（2019－2028）”倡议，认为社会政策和
家庭农业政策在抗击贫困和营养不良方
面发挥关键作用。鉴此，双方同意通过
技术合作、合理使用机械、在小农户应用
可再生能源等方式密切合作，制订共同
工作计划，探讨与抗击饥饿和贫困、农村
发展相关的议题，包括改善收入转移的
政策合作与经验交流、经济社会包容性、
粮食可持续生产等。

三十八、考虑到将农村发展计划和
抗击饥饿计划统筹关联起来的重要性，
中国农业农村部与巴西社会发展和援
助、家庭和抗击饥饿部、巴西农村发展与
家庭农业部共同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旨
在深化社会和农村发展领域合作，共同
抗击饥饿和贫困。

三十九、双方承诺将密切卫生领域
合作以降低流行病风险。为此，双方就
中国担任上届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宣布
的流行病预警系统和金砖国家疫苗研发
中心等倡议表示欢迎。双方还承诺将在
疫苗和药物生产以及提早防治有流行潜
力的疾病等领域推动双边科学交流。

四十、双方欢迎在应对新冠疫情期
间建立的双边合作。中国疫苗在巴西抗
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数百
万巴西民众的生命得到拯救作出了贡
献。同时，巴西社会对疫苗进行了严格
和创新的测试，为证明中国疫苗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作出了贡献。

四十一、双方同意扩大城市建设领
域合作，愿推动《关于加强城市建设领域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的签署。

四十二、双方决定发起两国负责国际
发展合作和人道主义合作的部门间对话，
以扩大相互了解和良好实践交流，分享应
优先考虑的议题和地域等信息，以及探讨
在涉及发展合作的多边论坛中协调立场
的可能性。双方同意共同开展三方合作。

四十三、双方一致同意深化两国立
法机构及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
之间交流，进一步发挥好中巴立法机构
定期交流机制作用。巴方宣布，巴西国
会近期成立巴中议员阵线和巴西－金砖
国家议员阵线。

四十四、双方将加强两国地方交流
合作，中方愿继续为巴西驻成都总领事
馆建馆和履职提供便利，扩大中国中西
部地区同巴西交往。巴方强调，巴西驻
成都总领事馆一经开馆并运行，将促进
以科技领域为重点的双边合作。

四十五、双方同意同其他拉美和加
勒比伙伴一道，加强在中国－拉美和加
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框架内合作，共同
推动落实《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
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以
收获具体成果，为2024年中拉论坛成立
10周年时召开论坛峰会创造条件，共同
推动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中拉
关系深入发展。中方愿深化同南方共同
市场合作。

四十六、双方一致认为，应继续维护
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重
申支持基于多边规则的国际贸易，支持
透明、非歧视、开放、包容等原则。强调
恢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性，
同意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十七、双方认为，两国企业间开展
对话对促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鼓励两国企业建立新的伙伴关
系。双方祝贺 2023年 3月 29日举行的
中国－巴西商业研讨会取得成功。

四十八、访问期间，双方签署并达成
了一系列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减贫、抗
击饥饿、粮食安全、科技创新、航天、信息通
信、投资、海关检验检疫、财金、数字经济、
贸易便利化、电视制作、媒体等合作领域。

四十九、双方认为，卢拉总统此访取
得圆满成功，在两国关系史上具有重要
意义。卢拉总统感谢习近平主席以及中
国政府和人民在访问期间给予的热情友
好接待，并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方
便的时候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庆祝两
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
谢，双方将通过外交渠道就此进行沟
通。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23年 4月 14日，北京）

新华社北京 4月 14日电 （记者
冯歆然 邵艺博）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邀请，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戈·翁丁
巴将于4月18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国
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邦戈总统访
华有关安排。他表示，相信此访将为中
加关系全面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
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汪文斌说，加蓬是中部非洲重要国
家。中加传统友好，建交近半个世纪以来，
在两国几代领导人的共同关心下，中加关
系持续巩固发展，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近年
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
丰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合作。

汪文斌表示，邦戈总统将是习近平
主席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接待的首位
非洲国家元首。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
将为邦戈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
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
作文件签字仪式。李强总理、赵乐际委
员长将分别会见邦戈总统。

“相信邦戈总统此访将为中加关系
全面深入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两国友
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他说。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加蓬总统访华安排

新华社北京4月 1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4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
平邀请，加蓬共和国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将于4月18日至2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
访问。

加 蓬 总 统 邦 戈 将 访 华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 （记者
刘诗平）水利部副部长王道席 14 日表
示，我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良好开
局，今年一季度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1898亿元，同比增加76.2%。

王道席在水利部举行的水利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说，南
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工程、云南滇中引

水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等一批
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湖北碾盘山水
利枢纽工程、江西花桥水利枢纽工程实
现下闸蓄水。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
7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51万人。

据介绍，一季度新开工了湖北姚家
平水利枢纽工程、安徽凤凰山水库工
程、宁夏贺兰山东麓防洪治理工程、四

川三坝水库工程、云南腾冲灌区工程等
11项重大水利工程，总投资规模476亿
元，较去年同期多 6 项、多增投资规模
252亿元。

王道席说，水利部坚持“两手发力”
落实水利建设投资，在积极争取各级财
政加大水利投入的同时，努力扩大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中长期金融信贷、社会资

本使用规模。一季度，全国落实水利建
设投资 4071亿元，同比增加 548亿元，
增幅15.6%。

据统计，一季度全国新开工水利项
目7239个，较去年同期多1948项；新增
投资规模3206亿元，较去年同期多562
亿元。

王道席表示，下一步，水利部将全力
以赴加快水利工程建设，努力保持水利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规模和进度，扎实
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一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898亿元 同比增加76.2%

□新华社评论员

“以学铸魂，就是要做好学习贯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
内化、转化工作，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
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
广东考察时，就“以学铸魂”提出明确要
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好主题
教育指明方向。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是我们党创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
条重要经验，也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
任务。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根本任
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使全党始终
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
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努力在以学铸魂、
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以学铸魂，要坚定理想信念。理想
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
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
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通过主题
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
精神洗礼，增强对党的价值追求和前进
方向的高度政治认同，把好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才能坚定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信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
记“三个务必”，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

以学铸魂，要铸牢对党忠诚。对党
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必
须内化于心、外践于行。广大党员、干
部锤炼政治品格，就是要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
为使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
诚于马克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
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自觉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政治立场、
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把对党忠诚体现到贯彻落实好党
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

以学铸魂，要站稳人民立场。人民
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广
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宗旨意识，坚守初心
使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自觉问计于民、问需
于民，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
主题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解决好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
民意的事办好，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凝心铸魂固根本，实干笃行显担
当。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好主题教
育，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用党的创
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就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
砖加瓦、增光添彩，创造经得起历史和
人民检验的实绩。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在 以 学 铸 魂 中 筑 牢 根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