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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
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
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
了我们党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
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
成就，发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庄严宣告。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
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
得出的历史结论”

“ 支 持 浦 东 勇 于 挑 最 重 的 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更好向世界展
示 中 国 理 念 、中 国 精 神 、中 国 道
路”……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意见》发布。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之际，赋予浦东新区改
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

“千年大计”落地雄安，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海南起航，深圳建设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先 行 示 范 区
……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排头
兵，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继续探路。

回 看 走 过 的 路 、比 较 别 人 的
路、远眺前行的路，很多问题才能
看得深、把得准。

100 多年前——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

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
……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中国，
尝试过一个个方案，摸索过一条条
道路，强国富民的愿望却屡屡化为
泡影。

1921 年，一群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
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
东方点燃社会主义的火种，曾经困
顿的中国有了奔向光明的方向。

40 多年前——
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

关头，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召开，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
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

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新中国
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
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
为社会主义中国寻找符合自身国情
的发展道路，亮出最鲜明的旗帜。

2017 年 ，党 的 十 九 大 庄 严 宣
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

百年征程，苦难辉煌。
而今，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

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
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
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
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修建约 16 万公里的铁路、160
万公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水道
和运河，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利、电力
事业；在中国北部、中部、南部沿海
各修建一个世界水平的大海港……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
曾构想出这样一幅中国建设的宏
伟蓝图。

百年梦圆。如今，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创出
一条自身迈向现代化的道路——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
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
持续提升；

公路成网、高铁飞驰，“嫦娥”
奔月、“蛟龙”入海，中国航天员首
次进驻自己的空间站，神州大地日
新月异、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战胜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重
大疫病，经受住国际金融危机等严
峻考验，特别是面对百年不遇的新
冠肺炎疫情，创造了人类抗疫斗争
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得到极大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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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

大洋彼岸，美国纽约古根海姆
博物馆。一场“乡村，未来”特展正
在举行。

从《逍遥游》阐述的自然哲学、
《桃花源记》描述的田园生活，到当
代中国乡村的形态面貌、生活方
式，古老乡村和现代化巨变，吸引
诸多参观者驻足。

“中国正通过不断投资基础设
施、扶贫和技术创新，对广阔的农
村地区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义。”策
展人之一、荷兰建筑学和社会学学
者斯蒂芬·彼得曼说。

乡村振兴“接力”脱贫攻坚。
中华大地上，古老与现代碰撞，潜
能无限，活力无限。

“ 中 国 模 式 已 成 为 另 一 种 选
择，尤其是对于那些处于发展中的
国家而言。”西班牙《阿贝赛报》评
论说。

这 条 路 ，坚 持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走共
同富裕道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
进步；

这条路，坚持和平共处、互利共
赢，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坚持多边
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积
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条路，牢牢抓住改革开放关
键一招，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这条路，根植于 5000 多年历史
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明，来源于中
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和 70 多年
执政兴国经验，积极学习借鉴人类
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一
个民族国家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
探索，还根植于自身丰厚的历史文
化和文明底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
鸣说。

“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
盛、中国美丽”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走进浙
江余姚梁弄镇横坎头村，青山如
黛、林木葱郁，最醒目的是村口的
火红色标识——飘扬的党旗引领
横坎头村雕塑。

一家店铺里，村民黄金军正专
心做着糕点。2018 年以前他主要
从事工业加工行业，近几年村里更
加重视环境保护，一些有污染的企
业逐渐被引导关停，他顺势转型开
起了大糕店。“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旅游旺季得全家上阵。”

抗战时期，横坎头村是浙东抗
日根据地的中心。如今，红色资源
和良好的自然环境，让村民们日子
越过越红火。

2021年6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人口数
量堪比欧洲大国的浙江，将率先探
索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
社会主义？”在对这个时代命题的
回答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
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将继续在时代的接力中传
递下去——

踏上新征程，中国人民对马克
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更加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
加牢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踏 上 新 征 程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布局
全面铺展，现代化建设的方向目标
愈加清晰；

踏上新征程，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紧紧抓牢党领导现
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协
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
美丽。

在把握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
进，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
展。我们无畏风雨、坚定前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系列述评之四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制度改革。
在全面总结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等经验的基础上，国
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土地管理法》进
行了修改完善，新法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为增强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确保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实
到位，《条例》在《土地管理法》制度框架下，聚
焦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
地管理等重点问题，强化对耕地的保护，针对
耕地“非农化”、“非粮化”以及“合村并居”中违
背农民意愿等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制度边
界，强化法律责任。

一是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规定
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控制耕地转为
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用地。明确耕地保
护责任主体，建立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规范开
垦耕地验收制度，鼓励社会主体依法参与土地
整理。加大对破坏耕地、拒不履行土地复垦义
务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增加耕地“非粮化”
的法律责任。

二是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增加征收土地
预公告制度，明确预公告应当包括征收范围、
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落实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有关费用。有关费用
未足额到位的，不得批准征收土地。强化被征
地农民参与制度，保障其有效行使知情权、参
与权、监督权。

三是加强农民宅基地合法权益保障。明
确宅基地申请、审核批准程序，要求地方政府
依法安排建设用地指标，合理保障农村村民宅
基地需求。禁止侵犯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
权益，禁止违背农民意愿强制流转宅基地，禁
止违法收回农民依法取得的宅基地，禁止以退
出宅基地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禁止强迫
农民搬迁退出宅基地。

四是规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明
确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并合理安排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布局和用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
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规划条件。规定土地所有
权人依法编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方案，载明宗地的土
地界址、面积、用途、规划条件、产业准入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使用
期限、交易方式、入市价格、集体收益分配安排等内容。要求“入市”
以招标、拍卖、挂牌或者协议等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双方签订书面
合同并备案。

五是优化用地审批程序。贯彻落实国务院用地审批有关改革精
神，减少审批层级，农用地转用方案直接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不再“逐级”上报审批。简化审批材料，将原“一书四方案”整合为
农用地转用方案和征收土地申请。合并办理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
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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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30日电 为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做好双拥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营造爱我人民爱我军浓厚氛围，
动员激励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国
防和军队建设，中央宣传部、退
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全国双拥办 7 月 30 日联合
发布“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

山东省荣成市人和镇院夼
村“拥军船”船长集体和次仁罗
布等 9 名个人被授予“最美拥军
人物”称号。他们中有接力拥军
61 年为驻岛部队义务接送人员
物资的“拥军船”船长集体，有用
自身战斗经历传递爱国主义精
神的抗美援朝革命老战士涂伯
毅，有扎根雪域高原、矢志拥军
守边的村支书次仁罗布，有以大
爱守护伤残军人的好军嫂宋妍
嫱，有 16 年如一日关心爱护边防
官兵的烈士母亲张兴会，有坚守
北疆卫国巡边 30 余年的牧民护
边员阿迪雅，有倾注一生为革命
老人养老尽孝的优抚工作者贺
晓英，有积极致力部队急需人才
培养事业的教育界人士郭海明，

有参战立功退役后热忱拥军的
优秀企业家莫浩棠，有把拥军当
家训接续传承的曹恒。他们自
觉弘扬爱国拥军光荣传统，大力
支持部队建设改革和练兵备战，
满腔热情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
和其他优抚对象排忧解难，书写
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时代新篇章，
必将激励广大军民见贤思齐、勤
奋敬业，自觉投身拥军优属、拥政
爱民实际行动，为巩固和发展军
政军民团结，助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汇聚起磅礴力量。

发布仪式在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举行，现场采用播放视频、
访谈互动等形式，讲述“最美拥
军人物”的先进事迹和工作生活
感悟。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
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
国双拥办有关负责同志为“最美
拥军人物”颁发荣誉证书。

“最美拥军人物”评选发布
活动自 2014 年至今已累计举办
3 届，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拥军的
极大热情，树起了尊崇军人职业
的鲜明导向。

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全国双拥办联合发布“最美拥军人物”先进事迹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给大家提出 3 点希

望。一是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
形势，认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
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本质，找准
自 身 优 势 和 全 局 工 作 的 结 合
点。二是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
重 点 任 务 ，发 挥 各 自 特 点 优
势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提 出 前 瞻
性建议。三是要结合中共党史
学习教育，加强对各自成员和

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引导，更加
充分地展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的力量。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春
华、尤权、王勇、肖捷、何立峰，中
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
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
有陈晓光、辜胜阻、刘新成、何
维、邵鸿和蒋作君、李钺锋、黄
荣、庄毓敏等。

新华社北京7月 30日电 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组织
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建设一百年》一书，已由党建读物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该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突出党的组织路线为政治路线
服务主线，全面回顾党的组织建
设发展历程，深入总结党的组织
建设的历史性成就和宝贵经验，

翔实记述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
思想、重要事件、重要活动，生动
展现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
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高尚情
操和精神风貌，充分彰显了中国
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和强大
的组织力量。该书史料丰富、视
野宏大、文风朴实、生动鲜活，是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组工干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读物，
是学习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史的
基本教材。

《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年》出版发行

④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

手马龙战胜队友樊振东，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①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游泳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中，中国选手汪顺夺冠。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②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蹦床项目女子决赛中，中国选手

朱雪莹（左）夺得冠军，刘灵玲获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③ 7 月 30 日，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选

手王懿律（右）/黄东萍以 2 比 1 战胜另一对中国选手郑思维/黄

雅琼，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曹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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