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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在新
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
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
鲜明特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

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
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

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走的道路
行不行，关键要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是否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能否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社会稳定，能否
得到人民支持和拥护，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中国
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符合中
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既体现了社
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下转2版）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论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致力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立春刚过，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校园里，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如期开班。

这个班开在“关键时刻”，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开局之年的开春之时。

这个班面对“关键少数”，学员是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
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这个班聚焦“关键课题”，如何“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审定办班方案并出席开班式，发表了
十分重要的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春启生机，春雷阵阵，激荡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铿锵足音。

坚定历史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为如何唤

醒‘睡狮’、实现民族复兴这个重大历史课题
所给出的答案”

位于中央党校校园中央的礼堂，拱形屋顶，黄砖贴面。
这座陕北窑洞风格的建筑，彰显着始终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基因。

礼堂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的横幅格外醒目，上下两层，座
无虚席，高级领导干部，济济一堂。

7日上午 10 时，一场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盛宴在
这里拉开帷幕。

3 个多月前，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
产党的使命任务，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开局之年第一课”，为何聚焦这个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我认为，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
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多少仁人
志士的苦苦求索。

从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的“改
良图强”，再到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振兴实业”
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拉开时间的长镜头，追溯中国现代化
的历史，“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
产党身上”。

百年风雨跋涉，百年壮歌以行。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

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

条件”，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为现代化建设奠定根本
政治前提和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到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
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全面
回顾了不同历史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推进现代化的光辉历
程和作出的卓越贡献。

谈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现代化的艰难，总书记感慨：
“当时，我国一穷二白，连日用的煤油、火柴、铁钉都称为洋
油、洋火、洋钉。”

一位来自中部地区的学员对此感触尤深：从当年忧虑
“我们能造什么？”，到如今建造自己的高铁、大飞机、航母、空
间站，成为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
造业第一大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
的工业化历程，百年回眸，百感交集，更加深刻感受到中国式
现代化求索之路的艰辛与伟大。

一代又一代的奋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历史，总是在
前人的肩膀上书写。

进 入 新 时 代 ，我 们 党 在 已 有 基 础 上 继 续 前 进 ，不 断
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
式现代化。

认识上不断深化——
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阐

释中国式现代化的 5 个方面中国特色、9 条本质要求和必须
牢牢把握的 5 个重大原则，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实践指引、光明前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回答重大时代课题中应运而生。

战略上不断完善——
确定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

表，铺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高瞻
远瞩的战略擘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实践上不断丰富——
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

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消除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镌刻在江
山壮丽、人民豪迈的巨变里。

抚今追昔，学员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新时代十年非
凡变革，书写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我们党不仅初
步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式现代化变
得“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更加雄辩地证明

“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
唯一正确道路”。 （下转2版）

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侧记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侧记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朱基钗 丁小溪丁小溪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本报讯 （通讯员 秦 桢）近年来，柞水县坚持把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
力，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农民受益。2022 年，全县 81 个集体
经济组织收入总额达 1653.12 万元，老庵寺村被命名为省级“集体
经济示范村”。

围绕“一村一品一主体”的产业发展思路，全县建设木耳生产
基地 80 个、大棚 2519座，完成了 5个菌包厂的扩能改建和木耳“U
型”产业带建设，培育万袋以上种植户 3900 多户，年发展木耳 1亿
袋。建设道地中药材标准化种植基地 4.2 万亩，建成高端白茶基
地 2090 亩，建设万头生猪养殖示范村 2 个、规模养殖场 240 个，年
出栏生猪达 13.6万头。

县上制定出台了《关于支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若干措施》
《关于奖励村干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施细则（试行）》等系列政策
文件 11个，持续加大资金扶持，扩大产业规模，累计扶持集体经济
各类产业资金达 60454.62万元，实施产业发展项目 982个，发放奖
励资金 22万元。建立了“六型联结、三七分配”集体经济利益联结
机制，推行“借袋还耳、借棚还耳”发展模式，推出了三资股份、租赁
分包、产业领养、劳务用工、产品订单、开展服务等六个增收“套餐”，
形成了“龙头企业+集体经济+农户”的集体经济发展格局。全县集
体经济“空壳村”全部清零，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超5万元的村达到52
个，带动1.36万户群众增收致富。

柞水全力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今年以来，

商南县紧扣“四大名城”建设，着力壮大产业
集群，加强园区承载，做大县域经济。

商南县紧扣“生态茶城”建设，将茶产业
作为全县农业产业“首位产业”，培育壮大县
茶叶联营公司、沁园春、祥瑞源琪农业科技
公司等企业，加快城关等茶产业三产融合示
范园等项目建设，力争以茶、绿色食品（菌
果）为主的新农业产业五年内产值达到 100
亿元以上，年度达到 20 亿元以上。紧扣“产
业新城”建设，培育壮大中剑实业、金润矿业
等企业，加快推动海越能源全钒液流电池等
项目落地，持续推进钒材料产业园、硅科技
产业园、镁材料产业园“三大产业园”建设，
力争新材料产业五年内产值达到 400 亿元
以上，年度达到 80 亿元以上。紧扣“旅游名
城”建设，扎实推进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融
合发展示范区、金丝峡国家旅游度假区创
建，持续提升阳城驿等 A 级景区品质，启动
莲花湖水利风景区建设，认真筹办秦岭生态
文化旅游节和四季主题营销活动，免费发放
旅游门票，吸引周边城市人群来商南旅游消
费，力争大旅游产业五年内产值达到 100 亿
元以上，年度达到 20 亿元以上。紧扣“康养
慢城”建设，加快创建全省森林康养示范县，
大力支持县医院创建三级医院，推进朝阳大
健康医养社区、嘉禾养老服务中心等重点项
目建设，吸引周边城市人群来商南度假养
老，力争大健康产业五年内产值达到 100 亿
元以上，年度达到 20亿元以上。

商南县加快县域工业集中区提质扩容，
推动中小企业孵化园升级改造，计划新建现
代化标准厂房 4 万平方米，不断提升园区综
合承载力，着力实现创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命名授牌。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完善
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体系，推行“标准地+承诺
制”，加强园区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加速低
效用地、低效厂房“腾笼换鸟”，提升园区整
体竞争力。

同时，县上大力实施“县域经济夯基年”，紧扣“一县一业”发展
目标，统筹特色经济、民营经济、联农带农经济、集体经济发展，确
保每个镇办都有 1 至 2 个规模大、产值高、链条长、带动强的主导
产业。大力实施 3年工业倍增计划，鼓励中剑公司、中钒昌盛等企
业科技创新，培育虎之翼、达沃鑫等“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加
速形成创新企业矩阵，力争今年工业产值增长 20%以上。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完善县镇
村商贸和物流体系，挖掘农村消费潜力，迎接疫后恢复性消费，引
导居民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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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耐劳，潜心钻研。”是商洛农业
工作者对王凌云的评价。日常工作中，只
见她穿梭在各个农业点，察看农作物的长
势情况，指导当地的农业耕种、培训和科
研等工作……“农作物好不好，要以怎样的
方式进行加工，听王凌云的一准没错！”这
是农民对她最真的肯定。

1995 年，怀揣着对农业的热爱，王
凌云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到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发酵工程专业学习。
毕 业 后 她 被 分 配 到 商 洛 农 业 科 学 研 究
所，从事花卉、绿化苗研究试验示范工
作。因工作业绩突出，2008 年王凌云任
商洛市蚕果站副站长，2020 年 5 月任商
洛市蚕果站站长，2021 年 6 月任商洛市
特色产业与休闲农业指导中心主任。她

从事农业科技工作 20 多年来，为农民科
技致富默默奉献，她不是农民，却是农
民的贴心人。

王凌云深入茶园，引进龙井 43、安吉
白、奶白茶等 30 多个新品种，开发研制
绿茶、白茶、红茶等 6 类茶产品，经过长时
间的理论和实际结合，开展山地茶园健
康栽培、茶园土壤环境调控、富硒茶标准
化生产、多元组合协同诱捕、茶叶高质化
加工等工作，助推全市发展茶叶面积达
57 万亩，总产值 17.6 亿元，帮助茶农增收
1500 万元。她带领团队开展了“陕西省
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
推广”项目，以无性系茶树良种繁育为突
破口，为全市乃至全省茶产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多年来，她不仅活跃在田间地头，还
潜心钻研，结合商洛农业发展实际，为三
农谋求发展。她带头实施“陕西省一村
一品千村示范万村推进工程”，促进商洛
瓜菜、生猪等 9 大类主导产业生产水平显
著提高，144 个省级一村一品示范村平均
年新增纯收益 38.8 万元；主持的“中国樱
桃嫁接改良”与“大樱桃新品种引进与试
验示范推广项目”，引进大樱桃新品种 12
个；她还组织线上线下共培训农业技术
人员 2.6 万多人……有耕耘就有收获，在
她的带领下，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持续
快速增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
著，为我市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年来，王凌云先后获得省科技成果

奖、农业技术推广奖 4 项、市科技成果奖 1
项，获得“陕西省优秀科技特派员”“陕西
省一村一品工作先进个人”“陕西省基层
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技能大赛（果业类）个
人二等奖”“第二届陕西农业科技先进工
作者”“全省园艺系统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提到这些荣誉，她总是说，这是靠
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才有的荣誉。

二十多年来，王凌云通过不断努力，
让商洛的果业从小到大，茶业从弱到强，
休闲农业从粗到精，农业产业链由面朝
黄土背朝天，向现代化、科技化、高效化
进行发展，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如
何对农产品进行加工、营销，从而产生更
大的经济效益。一直以来，她将农业当
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学农、务农、助农、惠
农；她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名字，壮志
凌云、脚踏实地。

播撒科技种子 守望乡村振兴
——记商洛市第八届道德模范王凌云

本报记者 南 玺

山阳县色河铺镇把粮食生产作为重点工作来抓，统一规划春播地块，组织村民抢抓时机整地起垄、
播种、覆膜，为夏粮稳产丰产奠定坚实基础。图为山阳县科技特派员、驻村第一书记毛浓翔在夏家村指
导村民覆膜。 （本报记者 肖 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