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内蒙
古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对内蒙古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中，关注最多、论述最多、
部署最多的就是生态文明建设。

●2019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
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位，
也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

●2020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
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北疆
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2021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014——2023，10年，北疆万里山河巨变。
天更蓝了，水更清了，山更绿了，草原更美了。

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犹如一幅气势恢宏的
绿水青山“大写意”画卷。

这就是今天的内蒙古，是2400多万各族儿女的
美丽家园，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时光回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内蒙古
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对内蒙古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批示中，关注最多、论述最多、部署最多的就是生态

文明建设。赋予内蒙古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构筑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战略定位。
叮嘱内蒙古“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
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必须以更大
的决心、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要保持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建设的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情景，历历在目；叮咛，声声在耳。牢记嘱
托，勇毅前行，内蒙古扛起建设我国北方重要
生态安全屏障的重大政治责任，坚持不懈保生

态、治污染、促转型，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扛起内蒙古担当，壮士断腕抓
绿色转型，久久为功抓生态修复，绿
色变革踏歌前行

内蒙古的生态区位到底有多重要？
内蒙古横跨“三北”，是我国北方面积最大、种类

最全的生态功能区。在国家“两屏三带”生态安全屏
障格局中，内蒙古是“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

“黄河重点生态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北方地区的
“水塔”和“林网”，是三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挡沙墙”和
“碳汇库”。

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当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我们该
何去何从？

坚决把生态环境保护挺在前面，坚决不干
为了“仨瓜俩枣”损害长远利益、吃祖宗饭砸子
孙碗的事情！

壮士断腕，绿色转型——全区超过一半的
国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72%的国土面积
划入生态空间，红线内不搞打破自然生态平衡
的开发，不建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工程，不上突
破资源承受能力的项目；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
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把牢产业、项目准入
门槛；坚决改变粗放型的资源开发模式，全力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

久久为功，修复创伤——在大兴安岭“挂斧停
锯”，对重点沙漠“锁边治理”，让广袤草原“带薪休假”，
专项整治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一湖两海”明珠再生辉；深入
实施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等国家重点
生态工程，国土绿化科学推进；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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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丹

“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要深刻认
识开展这次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在
学思想上真用心、强党性上见真章、
重实践上真运用、建新功上真见效，
在完成好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
的五大任务和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
区’两件大事上作出纪检监察机关应
有贡献。”4月14日，自治区纪委监委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对机
关开展主题教育工作提出要求。

开展理论学习、接受思想洗礼，

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开展党内集
中教育的题中之义。自治区纪委监
委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第一议
题”，从举办 3期处级以上干部读书
班并组织专题研讨，到组织专家讲
座、开展主题党日、撰写学习心得等
一系列活动，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
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
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
本功。自治区纪委监委立足纪检监
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认真开展调查研
究，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制定调研
方案，确定11个重点课题，领导班子

成员每人牵头1个课题，累计开展调
研17次，调研发现和了解问题24个，
提出解决措施和建议34条。

持续深化粮食购销领域专项整治，
抓好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常态
化治理，开展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推动群众举报“存
量清零、增量随清”……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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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崛起，都以文
化创新和文明进步为先导和基础。

五千多年不间断的历史长河中，
积淀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党领导
人民的百年奋斗中，走出了中国式现
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揭
示出历史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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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二个结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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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
度，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宣告：“要坚定
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
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
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时代的必然

陕西延安，河南安阳殷墟。在中
华民族历史上两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地方，穿越历史烟云，在中国大地上依
然绽放照亮古今的光辉。

2022年 10月下旬，党的二十大闭
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两
地，赓续我们党的文化基因，探寻中华
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在延安，瞻仰中共七大会址、毛泽
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习近平总书

记感慨：“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
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
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在安阳，考察殷墟遗址，观摩青铜
器、玉器、甲骨文等文物，习近平总书
记点明此行的深意：“更深地学习理解
中华文明，古为今用，为更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借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
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
路。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始终滋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历经革命烽火、走过建设时期、激
荡改革风云，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机活
力，越来越多人在思考、在追问：

一个来自欧洲的思想，为何能在万
里之遥的中国扎根，生长出 20世纪到
21世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文明创造？

当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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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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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之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上，习近平总书记给出坚定有力的回答。

应运而生，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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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
义真理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马克思主义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沃土中获得丰厚滋养，具有了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下转第4版

新 的 文 化 使 命
—从“第二个结合”看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人民日报评论员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6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从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战略高度，对中

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现 实 问 题 作 了 全 面 系 统 深 入 阐 述 。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坚
定文化自信自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
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

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文化建设摆在
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在守正创
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激扬中华文
明新活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下转第3版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在社会各界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
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
化自信自强，努力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建设。

讲好中华文明的多彩故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
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
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
容性、和平性，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阐释，我深有体
会。”现场聆听了重要讲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
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心潮澎湃，“认识中华文明
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
学。大量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连绵不断，展示了
中华文明的丰富多彩，极大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自信和文
化自信。”

王巍表示，作为考古学工作者，将更加科学系统地
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通过考古发现让人民
群众更好了解古代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理解未来
的中国。

祖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里游客络绎不
绝。漫步于珍贵展品之间，人们真切感受着中华文化的
多元一体。

“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近年来，
我们以突出国家治理新疆的历史、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历史、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历史为展示脉络进行布
展，正是为了让参观者更好感受到中国这一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发展历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
勇说，未来，将继续运用好这些特色文物资源，讲述好中
华文明统一、包容、和平的故事。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
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
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长期从事古代
史教学科研工作的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感触颇深。

“史学创新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
根本任务。”李治安表示，将继续专注于教学研究工作，
以史学创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做好传统文化的研究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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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
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现场参会时，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总书记对‘两个结
合’的系统阐述。”山东大学教授何中华说。

“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中国文化主体性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自觉确立起来的体现。”何中
华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将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提供深厚滋养和有力支撑。

作为在座谈会上发言的6位专家学者之一，南京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心情激动。

“‘第二个结合’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
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相互契合，其中很多基本价值
原则是一致的，而且二者还可以相互成就，从而造就一
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莫砺锋说，他将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的最新论断，
并以此为指引开展古代文学学术研究和传承普及，让传统文化更好焕发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
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肩负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出版重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深感使命光荣。”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委书记肖启明说，中华书局将继续抓紧完成《复兴文库》出版、
发行等工作，向广大读者更好呈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推进理论创新的光辉历程。

坚定文化自信为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孟夏时节，四川眉山三苏祠绿水萦绕、生机盎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为我们今后开展文物收

藏保护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倍感振奋。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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