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郑少忠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林晖

江西秋意正浓。 九江、景德镇、上
饶，再到南昌，习近平总书记一路察
实情、观进展、谋未来。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

八大后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覆盖沿
江 11 个省市。 这一横跨我国东中西
三大板块的经济带，占有全国“半壁
江山”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 它所
承载的，不仅有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
实践，也有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的时代
答卷。

习近平总书记念之行之，10 多年
来 30 多次来到长江沿岸。 江水滚滚
东逝，江岸黄了又绿，长江的模样也
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改变。

大江东去，长卷万里。
以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主题的座

谈会，第 1 次召开于近 8 年前。 此后
每隔两三年，第 2 次、第 3 次，再到这
一次考察期间于南昌第 4 次召开座
谈会。 一以贯之的关注，蕴含着党中
央“谋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建久安
之基”的治国之道。

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
上回顾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历程，颇为
感慨：“做就要做好，坚定做下去。 笃
行不怠，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

保护
“坚持把共抓大保护摆在第一位”

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全揽
152 公里长江江西段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登上琵琶亭，
举目远眺。

大江逶迤，芳草长堤。 天高地广，
遐思万千！

10 多年来，上游、中游、下游，“含
绿量” 越来越高，“确实是沧桑巨变
啊！ ”

昔日的长江之痛，是改革开放以
来快速发展的生态代价。 总书记曾经
痛心地形容，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
不轻”。

2016 年第一次座谈会，总书记为
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

近 8 年时间过去了，“保护”的成
绩单有目共睹 。 “水质优良比例
94.5% ， 长江干流连续 3 年Ⅱ类水
质。 ”总书记感慨：“归纳一个个数字
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
以来，取得的是战略性的效益。 ”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
一个生动例证。

琵琶亭上， 一幅今昔对比图摆在
总书记面前。 治理前，当地“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江上的采砂船，江边
裸露的矿坑给青山挂白、让长江蒙尘。

望闻问切，分类施策。 2021 年底，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长
江江西段被列为 7 个重点建设区之
一。 九江乘势而上，努力打造百里长
江“最美岸线”。

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当地治

污、治岸、治渔情况，叮嘱说：“长江是
长江经济带的纽带。 无论未来长江经
济带怎么发展、 发展到哪个阶段，都
不可能离开长江的哺育。 ”

从“靠江吃江”到“靠江护江”，变
化的不仅有一江清水、 两岸青翠，还
有观念：

“过去我们讲‘以 GDP 论英雄’，
关心 ‘含金量’。 现在思想观念转变
了，认识问题可以说解决了。 长江经
济带因长江而生、因长江而兴，一定
要认清这个因果关系。 ”总书记说道。

这真是令人感慨的变化！ 变化背
后，是“算大账、算长远账”的战略定
力和历史远见。

座谈会上，总书记肯定长江禁渔
取得的成绩，并要求禁渔的政策不能

动摇，要坚决地继续做下去。
总书记语重心长 ：“生态环境保

护是一项长期任务，不能抓一阵松一
阵，稍有好转又动起歪念头。 现在的
长江只能说是‘大病初愈’，要毫不动
摇地坚持 ‘共抓大保护 ， 不搞大开
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为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

支撑。 ”

发展
“现在路子是对的，要继续走下去”

在前几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论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
中发展”的辩证关系，讲得透彻：“生
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

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 ”
企业是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的主体和重要力量。
北濒长江、南临庐山、东枕鄱湖，

中国石化九江分公司在破解“化工围
江”的战役中，压力重重。

江上的问题，根子在岸上。 九江
石化有个“环境在线监测实时数据”，
每 20 秒更新一次。 大气、水、土壤，一
栏是国标， 一栏是企业实际排放情
况，习近平总书记一边看，一边听企
业介绍是如何“不让一滴油和一滴超
标污水进入长江”，是如何力争“臭气
不上天，污油不落地”。

总书记勉励道：“标准定得高，也
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希望你们按照
党中央对新型工业化的部署要求，坚
持绿色、智能方向，扎扎实实、奋发进
取，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石化
工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

由点及面，着眼的是“既治已病，
也治未病”：“在新型工业化建设中，
我们要把绿色化、 低碳化摆进去，摆
到日程上，也希望工业战线有更多实
际行动。 ”

如果说东部海岸线宛如一张蓄

势的长弓，长江经济带就是破空的锐
箭。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科技资源
最富集、最具科技创新活力和科技成
果转化能力的区域之一，“推动优势
产业延链、新兴产业建链”有着得天
独厚的条件。

考察第 2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景德镇的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在总装车间，“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标语分外醒目；试飞站，湛蓝苍穹下各
类直升机一字儿排开，蔚为壮观。总书
记登上一架直升机，细听介绍。

“要坚持创新驱动， 在关键核心
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向未
来需求出新品，努力构建先进制造体
系、打造世界一流直升机企业。 ”

“‘不搞大开发’ 是不要乱开发、
低水平开发、粗放开发、破坏性开发，
而是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绿色
低碳发展的道路。 现在路子是对的，
要继续走下去。 ”

传承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大江奔流而磅礴，文明沉厚而隽
永。 长江文化，在灿若星辰的中华文
化中如一条耀眼星河。 这其中，长江
水浸润着瓷土，景德镇熠熠生辉。

走进景德镇，这里有 “陶阳十三
里，烟火十万家”的繁盛，有“窑火夜
夜明，瓷器日日出”的熙攘。

南麓遗址旁，总书记仔细端详。
圆的是辘轳坑，方的是陈泥池。宋

元陶瓷在底层， 明清陶瓷叠于上，17

座马蹄窑一字儿排开， 下面还埋藏着
更古远的 24座马蹄窑、4座蛋形窑。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
记有感而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
古至今从未断流， 陶瓷是中华瑰宝，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 ”

此地往西 400 米 ， 昌江穿城而
过。 江水奔腾 180 里，注入鄱阳湖，继
而通江达海。 “行于九域，施及外洋。 ”
历史的烟波里，景德镇的瓷器踏着海
上丝路的浪花，远销世界。

明清窑作群手工制瓷技艺长廊，
陶瓷非遗传承人荟萃于此，正是“匠
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有的白发苍
苍，有的风华正茂。 他们热情地向总
书记展示看家本领。

踩泥、揉泥、拉坯、印坯、利坯、画
坯、施釉、起釉……“过手七十二，方
克成器。 ”《天工开物》的记载，也映照
了今天的工匠精神。

总书记与一位老师傅交谈起来。
“老师傅好！手上功夫了得啊！有

图案吗，还是凭着手感？ ”
“都在心里。 ”
这位师傅 13 岁跟着父亲学做

瓷，是家中的第四代传人，转眼就已
干了 40 年。

“你是这块土地孕育的传承人 ，
是工匠精神的写照啊。 ”总书记赞许
道。

在景德镇，有 2 万多个年轻人忙
碌在制瓷一线，他们的背后，撬动的
是庞大的陶瓷产业链。 总书记颇为感
慨：

“很高兴看到陶瓷事业有这么多
的传承人、继承人，这个事业要不断
发展下去。 ”

“一辈子做一件事， 祖祖辈辈干
一件事，不是简单的事。 要坚持走自
己的路，不能见异思迁。 老祖宗传下
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
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 ”

千年制瓷路，留下的不仅是天青色
的记忆，更凝聚着中华文明的古与今。

振兴
“老区人民都是我们最牵挂的”

河流与村庄，相依了千年。 饶河
在附近发源，穿过村庄，绕过山峦，最
终流经鄱阳湖注入长江。 考察第 2 天
的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上饶市婺
源县秋口镇王村石门自然村。

生态， 是村子的名片。 村内，古
樟、苦槠、枫杨倒影青翠，还有极度濒
危鸟类蓝冠噪鹛在枝头嬉闹的照片，
都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

4 年多前，也在江西，习近平总书
记指示要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
文章，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小小的村落，便是样板的一角。
走到哪里，共同富裕都是总书记

关切的事。
这次到革命老区， 总书记强调：

“无论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还是建设
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老区人民都
是我们最牵挂的。 ”

沿着街巷边走边看。 “见老者，敬
之；见幼者，爱之。 ”家家户户门口张
贴着先贤修身治家格言。 院墙彩绘，
角落花草，生态和人文相映成趣。

村里，平整的石板路串起大街小
巷；村外，宽阔的高速路伸向四面八
方。 “古村落现在交通方便了，本地产
业也发展起来，特别是旅游，很热闹。
我很关注咱们下一步的发展振兴，希
望芝麻开花节节高。 ”

在村民热烈的掌声中，总书记亲
切地说：“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
的现代化， 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很关注乡村振兴。 希望你们保护好
自然生态，把传统村落风貌和现代元

素结合起来，坚持中华民族的审美情
趣，把乡村建设得更美丽，让日子越
过越开心、越幸福！ ”

12 日召开的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指
出：“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
村，长江经济带很有优势。 沿岸既有
古村落，又有现代乡村。 要将长江的
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
合，突出地方特色。 ”

水与村，共隽美。

融通
“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

循着逶迤的江岸望去，有平畴沃
野，也有峰峦竞秀；有国际门户，也有
深山密林。 长江经济带体量之庞大，
情况之复杂，是挑战，亦是机遇。

站在更宏阔视角，习近平总书记
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思考，着眼于中
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向东，是浩渺太平洋；向西，是广
袤的亚欧大陆。巨大的发展梯度，叠加
一望无垠的延展空间， 塑造了长江经
济带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空间。

长江经济带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

态势正加速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的时代洪流中，总书记进一步强调：

“要更好发挥长江经济带横贯东
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更好联通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两
种资源，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
可靠性， 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
推动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战略
支撑。 ”

是各自为战、以邻为壑，还是“一
盘棋”谋篇布局？ 鉴证着一个地方、一
个部门、一支队伍的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求：
“要坚持把强化区域协同融通作为着
力点， 沿江省市要坚持省际共商、生
态共治、全域共建、发展共享，增强区
域交通互联性、政策统一性、规则一
致性、执行协同性，稳步推进生态共
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 ”

会上， 总书记亲切询问来自 11
个省市的负责同志，他们花了多长时
间到南昌。 昔日翻山越岭、跋山涉水
的漫长路途， 而今不过两三个小时。
“你们之间交通方便， 说明这些年建
设成绩显著。 ”

作为我国纵深最长、覆盖最广的经
济带，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

发展与安全， 不可失之偏颇；一
域与全局，还需辩证统筹。

座谈会上，总书记期许长江经济
带“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安全等方
面发挥更大作用，以一域之稳为全局
之安作出贡献”。

四个安全，筑基发展。
说粮食，责任一以贯之，“沿江省

市无论是粮食主产区还是主销区、产
销平衡区，都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

谈能源，谋划高处着眼，“坚持全
国‘一盘棋’，继续深化上游地区同中
下游地区的能源合作”；

话安澜，风险未雨绸缪，“强化流
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加强跨区域
水资源丰枯调剂，提升流域防灾减灾
能力”；

…………
大视野统筹兼顾，大思路引领方

向。 长江的保护与发展，总书记慎而
思之、笃而行之，“谋长远之势、行长
久之策、建久安之基”。

浪千叠，帆千重 。 大江东 ，势如
虹。

（新华社南昌 10 月 14 日电）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 代 化 新 境 界
������（上接第一版）

文章指出，要始终坚守理论创新
的魂和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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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
和前提，理论创新也是为了更好坚守
这个魂和根。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
个立党立国、 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
坚持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
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停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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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拓宽
理论视野，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学
习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文明成

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
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

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
大格局大气象。

文章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
新课题。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
足时代需要的产物。 理论的飞跃不
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
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
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
展上。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 我
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

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
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
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 今天，
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要牢固
树立大历史观，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
远的眼光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

和正确走向，认清我国社会发展、人类
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 把握中国

式现代化的历史沿革和实践要求，全
面系统地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理

念、 有效对策，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为强
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文章指出，要着力推进党的创新
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推进理论的体系
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
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
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
会发展的真理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
其理论的科学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

拓展并不断体系化、 学理化的过程。
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化，党的理论创新
成果会越来越丰富。要不断深化理论
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
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
把握相互的内在联系，教育引导全党
全国更好学习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
文章指出， 要注重从人民群众

的创造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 马克
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 为人民代言
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
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

的， 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
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 都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
们的各项工作实践要走好群众路

线， 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也要走好群
众路线。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注重
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总结新鲜经

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
论成果， 着力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
亿万人民心中， 成为接地气、 聚民
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我国成功发射云海一号 04 星
10月 15日 8时 54分， 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

箭，成功将云海一号 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
满成功。云海一号 04星主要用于开展大气海洋环境要素探测、空间环境探测、
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任务。 汪江波 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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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附近拍摄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景观布置。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 10
月 17日至 18日在北京举行。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10 月 14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附近拍摄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景观布置。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

中欧应做大变局下的“稳定器”
新华社记者 贾金明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
雷利于 10月 12日至 14日访华，中欧
在此期间举行了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
战略对话。 本次战略对话坦诚、深入，
富有成效， 向世界表明了双方继续维
护好中欧关系积极势头、 推动中欧关
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愿望， 这将为变乱
交织的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早在近十年前， 中方就提出要打
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
伙伴关系的构想。中欧不断深化合作，
不让某些分歧阻碍合作大局， 将为双
方乃至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这是
历史的经验， 也是顺应时代大势的正
确做法。

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
年来，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应对
气变等领域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表明中欧关系发展有着内在逻辑，中
欧合作的本质是优势互补、 合作共
赢；也表明中欧作为两大文明和两大
力量，完全有智慧、有能力在相互尊
重、合作共赢基础上开展高水平对话
合作，打造文明互动的新范式。

今年以来， 中欧领导人互动频
密， 目前双方已全面恢复各层级交
往。 在此次战略对话中，中欧达成广
泛共识。 双方一致认为，要加强对话
合作，反对阵营对抗。 双方同意积极
筹备领导人会晤， 发挥高层引领作
用。 双方同意要加快战略、 经贸、绿
色、 数字高层对话机制成果落地，全
面重启各层级线下交往，激活各领域
互利合作，开展外交政策磋商和地区
事务对话。双方也一致认为要秉持开
放共赢理念，深化互利合作，将共同
发掘绿色、数字、科技、金融等领域合
作潜力，以开放态度探讨“一带一路”
倡议同欧盟“全球门户”计划的对接
合作。 这些共识的达成，将有利于中
欧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也必将推动
双方务实合作取得新的更多成果，让
中欧合作势头更加强劲。

维护好中欧合作的大方向，是双
方共同责任，欧方不应让某些分歧影
响了双方巨大的合作利好。近期欧盟

内部对华保护主义的杂音有所增强。
欧盟日前宣布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
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对此，中方表达
了对欧盟“去风险”特别是对中国电
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关切，敦促欧盟
避免保护主义做法，审慎使用贸易救
济措施。中欧都面临发展与改革的新
形势、新任务，中欧关系也面临新机
遇、新挑战。在这个重要时刻，双方更
应通过战略对话， 树立正确相互认
识，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夯实政治互
信，避免误解误判。博雷利表示，欧盟
不会对中国关闭大门， 不会打贸易
战，无意限制中国发展。 期待欧方将
承诺落到实处，同中国一道捍卫自由
贸易，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在战略对话中， 中欧就巴以冲
突、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都认为应寻
求政治解决国际热点，“新冷战”不得
人心， 挑起阵营对抗将殃及整个世
界。双方同时表示，将在气候变化、全
球性公共卫生挑战等领域携手应对，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等
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进
全球化进程，更好帮助发展中国家发
展。中欧作为当今世界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两大力量，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必将为世界提供
更多稳定力量。

“相隔遥远的两个民族， 相互之
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
系”，“交流各自的才能， 共同点燃我
们的智慧之光”。 1692 年，德国哲学
家莱布尼茨在写给一位在华友人的
信中殷切期盼欧洲和中国加强交流。
今天看来，莱布尼茨的灼见依然没有
过时，在人类命运更加深入交织的当
今时代，中欧加强交流合作显得更加
必要。 中欧应做大合作“蛋糕”，当好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稳定器”，为
双方及世界带来更多福祉。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