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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把人
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
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连日来，从城市到边疆，从海岛到高原，
从机关到部队，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
起强烈反响。广大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传
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进一步凝聚听
党指挥、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加快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不断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努
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队，
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
真理。”

在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各大单位，各级党
委组织专题学习，原原本本、逐字逐句研读
习主席重要讲话。大家更加深切感到，有了
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必须牢牢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
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永远不能丢的命
根子。

“支部建在连上”发源地的第83集团军
某旅“红一连”、前身部队曾经历“三湾改
编”的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一营把学习习
主席重要讲话课堂设在荣誉室，教育引导官
兵深刻体悟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
所思所盼，充分认清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完全区别于一切
旧军队的政治特质和根本优势，牢记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
魂，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
可靠。

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
学等单位专家学者，通过集体学习、专题研
讨等形式，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
神。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
员尚伟表示，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
心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把新时代

政治建军方略贯穿教学科研工作各方面全过
程，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第72集团军某旅、海军山
东舰、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
一支队、武警河北总队邢台支队、解放军总医
院第八医学中心等单位官兵走进红色旧址，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大功三
连”指导员乔文泽表示，连队官兵将继承发扬
伟大建党精神，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
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
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运输直升机、直-10型武装直升机、歼-
20飞机、歼-10飞机、教练机……庆祝大会
上，一架架战鹰或悬挂牵引着鲜红的中国共
产党党旗，或组成“100”“71”字样，或编成楔
队，或拉出三色彩烟，从天安门上空呼啸
飞过。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加快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某空中突击旅营长宋志彭是空中
护旗梯队第一架直升机的副驾驶。目前，他
所在旅正在开展“学讲话、扛使命、谋打赢”系
列主题活动，提升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
虎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现场聆听
了习主席重要讲话。他表示，要带领团队瞄
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前瞻谋划设计，加
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为加快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持、科技支撑。

“信息化战争是高科技武器的对垒，更是
人与人的较量。”陆军某旅三角山边防连、海
军长沙舰、汉中舰、火箭军某旅阵管防卫连、
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支队官兵表示，要牢记
习主席嘱托，努力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科
技运用能力和水平。

火箭军某旅技术室助理工程师刘杉是单
位技术骨干，先后参与完成多项研制任务，大
大缩短某新型导弹武器战斗力生成周期。她
说，今后要踏踏实实、再接再厉，把技术练精
练透，让战略威慑的力量充分展现。

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海军某

潜艇基地、空军航空大学、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联勤保障部队某团、武警重庆总队、武警广西总
队广大官兵表示，要加强改革创新，让一切战斗
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
设的源泉充分涌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强
军之路阔步前进。

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这个火热的夏天，许多部队官兵在演训一
线迎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在战车旁、在舱室里、在机翼下、在洞库中，
官兵们认真聆听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坚定表
示，要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苦练打赢本领，锻
造精兵劲旅，永远做保卫红色江山、维护民族尊
严的坚强柱石，永远做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强
大力量，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
役我们。

演兵辽东，陆军某旅官兵构建近似实战的
复杂电磁环境，验证某新型无人机平台作战效
能。旅政治委员许大伟说，身为一线带兵人，要
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牢固立起来，全部心思向打
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确保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砺刃昆仑，空降兵某旅在实战化背景下展
开空降战斗演练，多支分队依托地形地物交替
掩护、快速突袭，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夺控要点任
务。官兵们表示，作为黄继光传人，一定端正训
练作风，磨砺战斗意志，锤炼打赢本领，成为让
党和人民放心的制胜尖刀。

懈怠必颓，忘战必危。新疆克孜勒苏军分
区玉其塔什边防连指导员黄帅说，守卫边疆稳
定、守卫祖国和平是我们的职责使命，一定不负
党和人民重托，强化练兵备战，时刻枕戈待旦，
忠诚守卫好祖国的西大门。

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广大官兵表示，坚决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走中国
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把人民军队建
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
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参与采
写：刘新、李兵峰、李秉宣、刘艺）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坚定不移听党指挥 勠力奋斗强国强军
——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记者黄玥）纪
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7日上午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主持纪念
仪式。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巍然矗立、雄伟庄严。上午10时，纪
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
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中国共产党为日
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延安与中国青年》两
首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松
花江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
了年轻一代以史为鉴、不负时代、不负韶

华，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的坚定决心。

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
到抗战馆序厅，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
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
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各界代表还一同
参观了“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战文物
展”。

中央有关部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
的老战士代表、抗战将领亲属代表，首都学
生、部队官兵、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400余
人参加。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4周年仪式在京举行

（上接第一版）“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
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
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
远造福人民。”在码头，习近平总书记同市民
群众亲切交流，对大运河的保护念兹在兹。

悠悠岁月中，大运河以水波为曲、桨帆为
歌，传唱着中华民族奔腾浩荡的历史壮歌，积
淀了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

2014 年，中国大运河获准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激动之余，专家们道出担忧：申遗
成功的大运河，能否更有尊严地活下去？

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
以扬州为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

运河三湾区域聚集了大量农药厂、制药厂、染
化厂等企业，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这条曾哺育亿万中华儿女的
古老河流，面临着遗产保护压力巨大、传承利
用质量不高、资源环境形势严峻、生态空间挤
占严重等突出问题和困难。对于历史文化遗
产，保护，永远是第一位的。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
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扬州，为了大运河生态而关停“每年能够
交税2个多亿”的化工厂；杭州，出台我国首
个保护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法规；河
南，建立遗产档案和监测系统，及时掌握大运
河水质、水量、环境等情况……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
要》，掀开了大运河历史的崭新篇章。

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
会对我国大运河保护管理工作高度赞赏。大
会报告指出，中国为应对遗产保护和管理工
作方面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这非常引人瞩
目且具有重要意义。

“十三五”期间，我国文物保护力度持续
加大，2000 多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有效实
施；完成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国
有可移动文物丰厚“家底”得以摸清；建立文

物违法案件督察约谈机制，开展卫星遥感监
测，完善违法举报受理机制……

“保护文物也是政绩”——习近平总书记
不断强调的科学理念，让登得上城楼、望得见
古塔、记得住乡愁的美好画卷，在中华大地徐
徐展开。

传承：“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2020年 9月 28日，考古，这门略显高冷
的学问，走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
课堂。

讲解人陈星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
国”重大项目专家。在6天前召开的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同包括陈星灿在内的发言代表们进行
了深入交流。

“学习的主题是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
意义。”陈星灿回忆说，总书记对许多考古项

目都十分关注，并对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
作提出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要做好考古成果
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

亘古星宇下，敦煌莫高窟静立千年。
游客们来到洞窟前，拿起手机、打开AR

地图，便能看到九色鹿从壁画中“飞身而
下”。这种利用科技手段展示文化价值、多渠
道感知敦煌文化的做法，让人惊喜又兴奋。

“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
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时回响
在敦煌人耳畔。

2019年初秋，河西走廊金风送爽。
从北京乘机抵达敦煌市，习近平总书记

即前往莫高窟，考察了解莫高窟历史沿革和
文物保护研究情况。

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
单位代表座谈时，他对“研究和弘扬敦煌文
化”提出具体要求：“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
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

支撑。”
这不仅是对敦煌人的期许，更是对全国文

物工作者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博物馆热”不断升温，

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的创新传播吸引着
人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

“十三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
2万多个；《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类电视节
目广受好评，《全景故宫》《全景兵马俑》等一批
数字全景展厅项目让观众在家中“漫游”文化
遗产地；346万件可移动文物数据信息向社会
开放，文创产品引领“国潮”消费新时尚……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
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76.7万处不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国有
可移动文物，星散在广阔中华大地上、绵延于
岁月长河中。这些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
贵资源，正为亿万中华儿女注入强大的精神
动力。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记者郭敬丹）
记者从中共一大纪念馆获悉，纪念馆新增
设的“伟大建党精神”展陈7日与参观者见
面，“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
陈列”由此更加充分。

在基本陈列的尾厅，伟大建党精神醒
目写在红底展墙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
党忠诚、不负人民。一旁鲜红的党旗前，参观
者重温入党誓词的声音铿锵有力。

“我们要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
园，守护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让伟大建党
精神和党的初心在上海这座光荣城市永放光
芒。”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说。

中共一大纪念馆增设“伟大建党精神”展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