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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吉林一号”卫星俯瞰东北，沃野千

里。长春，宛如一颗绿色明珠，镶嵌在中心。

这里曾经是辽金军事重镇，“闯关东”重要

落脚点，新中国汽车工业、电影事业的摇篮。

近代历史上苦难中的不屈、新中国工业

发展中的奋斗，磨砺出长春自强不息的品格；

茂密的森林、广袤的黑土，铺展开“北国春城”

的底色；东北亚几何中心的优越区位，赋予其

融通内外、开放包容的气质。

立足深厚的人文底蕴和老工业基地的优

良传统，长春正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新

征程上实现新突破。

自强不息的城市品格

斗拱飞檐，碧瓦红砖。长春市东风大街

上，坐落着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旧址，百余栋

“红房子”错落有致。68年前，新中国第一辆

国产解放牌汽车就在此诞生。今天，这里是

许多游客来长春“打卡”的重要一站。

长春，一座“闯”出来的城市。

数百年前，为躲避战乱和天灾，一批批流

民闯过山海关，到东北谋生。1800年，为管理

日趋增多的“闯关东”流民，清政府设置长春

厅，就此掀开“长春”城的历史。

与苦寒争，与蛮荒斗。“闯关东”为这里带

来了早年间的经济、文化和商贸繁荣。后列

强环伺，这里成为近代东北亚区域政治军事

冲突的中心。

走在今日的长春街头，伪满皇宫旧址、伪

满洲国“八大部”旧址……一座座建筑，时刻

警醒着人们勿忘国耻、发奋图强。

落后就要挨打。当历史的车轮再度向

前，压抑了太久的热血可融坚冰。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数万劳动大

军人拉肩扛，倾力支援一汽荒原建厂；无技

术、无图纸，一汽人拼搏33个日夜造出第一辆

红旗牌高级轿车。第一部电影、第一炉光学

玻璃、第一辆轨道客车……作为“共和国长

子”之一的长春，接连“闯”出诸多“新中国第

一”；“汽车城”“电影城”“光学城”“科教文化

城”……一时声名响彻大江南北。

“长春人骨子里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闯

关东精神，与家国情怀、强国梦想汇聚在一

起，形成了这座城市自强不息、勇于争先的精

神气质。”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院长

邴正说。

精神之火，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强

调，要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实做优做

强。

今日的长春，一如既往，“闯”字当先。

红旗新能源汽车神州驰骋，长客高铁作

为国家装备制造名片出口欧洲，自主研制的

我国首列氢能源市域列车成功达速试跑……

长春实施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攻坚行动，力

争“在老赛道上跑出新速度，在新赛道上跑出

加速度”。

才因城聚，城以才兴。“两弹一星”元勋王

大珩、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筑英、地球物理学家

黄大年……长春群英荟萃，人才辈出。

走进长光卫星航天信息产业园，满眼皆

是青春面孔。在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近千名员工平均年龄28岁，硕博生比例超

90％。今年8月31日，这个公司庆祝成立十

周年，“90后”创新研发团队领队王升激动不

已。工作7年来，他一步步成长为全球最大亚

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吉林一号”宽幅02B

系列卫星副总师。

“前辈科学家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导

师，我必以青春之我，为今日之中国航天梦添

砖加瓦。”王升语气坚定。

一汽老厂区对面，现代化的一汽解放总

部大楼巍然矗立。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在车

水马龙的东风大街传承交汇，新老对望间，一

代代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薪火相传。

疏朗大气的城市底色

“杏花雨、丁香雾，绿洞长街春长驻。”长

春这座“北国春城”仿佛建在林中。

黑松挺拔、白杨高大，笔直挺立在贯穿城

市南北的人民大街两侧；城东南，几代长春人

接力，种出了亚洲最大人工林海净月潭，源源

不断地为这座城市输送天然氧气。

从上世纪30年代的“宽马路、四排树、圆

广场、小别墅”设计理念，到80年代率先提出

“森林城市”理念，近百年来，长春坚持不懈植

绿补绿，如今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17平

方米，绿道总量700多公里。

长春始终坚持生态为民。近年来，长春

拆掉城市公园的栅栏，让绿意进一步透出

来。几百个大大小小的公园点缀着城市空

间，使人们仰视即有绿、推窗可见绿，让城市

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意浸染出来的城市，市民更加自觉践

行绿色发展理念。为保留一片绿地，宁可舍

弃房地产开发；即使道路窄一点，也要留下老

街旁边的绿化树……

几乎与人民大街平行，古老的伊通河如玉

带贯穿城市南北，全长300多公里，大大小小的

湖泊、湿地如明镜般点缀在城市之中。曾经，枯

水期的伊通河遭遇严重污染，丰水期又泛滥成

灾，成为城市“伤疤”。8年前，最大的综合治理

工程启动，长春的母亲河重焕光彩。

“在疏朗大气的绿色城市底色之下，长春

还具有江南的轻盈柔润，这种刚柔相济之美

是长春以人为本、建设幸福长春的生动体

现。”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蒋蕾说。

作为老工业基地，长春还把昔日老厂房

变为生态文化景观。90多年前兴建的长春第

一净水厂旧址，如今变身水文化生态园，为往

来游客展示城市水文化历史和发展；曾为我

国最大轮式拖拉机生产基地的长春拖拉机

厂，42万平方米工业厂房被“复活”为长拖

1958文创园，融合博物馆、书店、儿童游乐场、

综合球馆、餐馆等业态。

在长春，夏季休闲避暑，可感受22℃的清

凉；冬季玩雪，可体验一种颜色万种风情。已

在长春定居15年的河南人陈健说，在长春生

活很“治愈”，环境优美、浪漫，更让人有一种

归属感和幸福感。

城市更新，让生活更美好。近年来，长

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绿美与水润交

融、舒朗与精致兼备、人文与自然共生，一幅

生态长春的优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

“先秦跑猎马，汉魏筑城池。”千百年间，

在长春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汉、满、蒙等多个

民族不断交往交融，使这里成为游牧文明和

农耕渔猎文明的交汇之地。

长春当地老人中，大都从祖辈那里听过

一句俗语：“不用问，不用找，临行抖抖乌拉

草”。说的是当年“闯关东”时，饥肠辘辘的关

里人到了当地人家里，无论主人是否在家，可

就地取用食材，临走时只要抖散挂在墙上的

乌拉草，主人回来便知有客人来过了。

“长春约有90％的人口是闯关东来的，在

这里繁衍生息。开放包容的基因是刻在长春

这个城市骨子里的。”吉林省民俗专家施立学

说。

来自韩国的禹庆济在长春创业开咖啡

店，今年已是第七个年头。“非常喜欢这座城

市。”61岁的他笑容可掬，“逢年过节都有朋友

邀请我去家里庆祝。我想在这里把生意一直

做下去。”

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凝结出海纳百川的

城市性情，孕育着创新活力。

从改革开放不久市中心文化广场立起人

体雕塑，到1997年开始连续举办雕塑展，邀请

全世界雕塑家前来创作，今天的长春，已建成

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雕塑公园，有“雕塑城”的

美誉。

如今，长春世界雕塑园展示着1.2万件来

自216个国家和地区的雕塑艺术作品，3000多

部长影译制影片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40

多种语言，中国长春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

已举办22届……长春与世界交流的“窗口”，

成为城市文化品位的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吉林考察时强

调，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打造好我国

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

枢纽。

作为东北天然地理中心，早在100多年

前，长春就是远近闻名的“旱码头”，一车车大

豆等农产品，从这里出口到欧美、日、俄等国

家和地区。浩浩荡荡、载满初级农产品的骡

马车队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如今，一列列中欧

班列装载着汽车及机车配件、电子元器件等

高科技产品，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

新时代的长春，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

“一带一路”倡议、东北振兴战略等国家

方略在这里交汇，长春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

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努力建设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高地，成

功举办中国—东北亚博览会、中国（长春）国

际汽车博览会、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

（交易）会等一系列盛事，经贸合作“朋友圈”

已扩大到19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3年进出口

总额增速高于全国10.5个百分点；

抢抓向北开放新机遇，加大与俄罗斯经

贸交流，同时面向日韩、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及

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招商引智，今年计划引

进世界500强、央国企、上市公司等大企业30

家左右，引资额增长30％以上……

借得山川秀，添来气象新。古老又年轻、

传统又现代的长春，正张开热情的怀抱迎接

八方来客，用开放包容的姿态汇聚振兴力

量。新时代的长春，正青春。

（新华社长春9月27日电）

一 城 风 华 一 城 春
——解码“北国春城”长春的文化自信样本

新华社记者 翟伟 郎秋红 赵丹丹

352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模范集体和368名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个人受到表彰！

9月27日上午，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举行。以党

中央、国务院名义开展这一表

彰，这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是第

一次。

受到表彰的模范来自全国

各地各行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工作实绩突出，评选

表彰旨在引领各族人民坚定对

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

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高度认同，团结奋进新

征程、积极建功新时代。

他们，有扎根戈壁荒漠为国

戍边的牧民，有坚守长城脚下向

海内外游客讲述中华民族共同

体故事的宣讲员，有响应国家号

召奔赴边疆学校播撒民族团结

“种子”的支教服务队……

一心向党，团结奋斗。

这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的生动缩影——

回望来路，1988 年起，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已召

开7次，共表彰了9400多个模

范集体和模范个人。从“山海

情深”的宁夏闽宁镇，到续写

“齐心协力建包钢”新篇的包钢

党委，再到长年牧守边疆的卓

嘎、央宗姐妹……一段段感人

故事，定格民族团结进步的温

暖瞬间。

以更大的时间维度看，新

中国成立75年来，独龙族、布

朗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一步跨

千年”摆脱贫困，各民族共同实

现全面小康。天翻地覆的变

化，靠的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各族人民携手同心、团结

奋进。

新时代，聚焦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中华民族

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

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拥抱。

看，文化创新交融，展现新气象——

触摸“花瓣墙”、敲击“同心鼓”，沉浸式感悟中华民族

共同体形成历史……这个中秋节，不少游客走进北京民族

文化宫，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展中领略中

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为游客带来生动讲解的，是一支青春洋溢的兼职讲解

团队。他们将百万余字的讲解词了熟于心，对其中蕴含的

中华民族历史如数家珍，让文物古籍走下高阁、焕发时代

光彩。

如今，文物古籍跨越千年“上新”展览、600多岁的蒙

藏学校旧址“变身”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各民族美美与

共的画卷徐徐铺展，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可触可及。

看，社会互嵌共融，形成新格局——

上海静安区，超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新疆巴楚县，曾经

的国家级贫困县。两地相隔万里，却有着割舍不断的“山

海情”。

城市白领赴巴楚县精准帮扶、各族少年儿童到沪学习

交流……上海静安区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以援疆扶

贫工作为引领，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注入青春力量。

近年来，突出增进共同性的方向，以“互嵌”为导向，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三项计划”深入推进，民族团结

一家亲的佳话不胜枚举。

看，经济共富共享，汇聚新力量——

尼洋河畔，西藏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热闹非凡。春天

里，漫山遍野的桃树下，村民牵马唱歌，游客打卡拍照……

桃树变“宝树”，走出“桃花经济”芳香路！这个汉、藏、

珞巴等多民族群众聚居的村庄，每年接待游客近15万人

次，各族群众生活越发红火。

2012年以来，741亿元中央财政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落

实落地，支持特色产业发展等项目2.4万多个。各地发展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各族儿女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一起跑

出“加速度”，跑向未来。

看，精神一脉相承，续写新篇章——

浙江嘉兴，56个民族的朋友远道而来。去年9月，

2023年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相聚南湖湖畔，共享伟

大祖国荣光。

望着南湖上的红船，曾因帮助游客脱困、亮出党徽拒

绝报酬而走红网络，柯尔克孜族“党徽大叔”阿布都加帕

尔·猛德十分感慨：“党的关心关怀让牧民生活越来越好，

今后我要更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与各族群众齐心协力，

为实现中国梦团结奋斗。”

希望的田野、美丽的村寨、幸福的欢歌，各族群众在

“双向奔赴”中结下深厚情谊，传递和谐、幸福与喜悦。

五十六个民族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

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向着明天，各族儿女相亲相爱如一

家，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将更加绚烂绽放！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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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7 日，游客在重庆大
足石刻景区参观游览。近年
来，重庆市大足区立足大足石
刻等文化资源优势，充分运用
数字博物馆、8K 数字球幕电
影、游戏植入大足石刻场景等
新形式，不断推动文化事业与
数字技术加速融合发展，让历
史文化“动起来”、“活起来”。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在
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之际，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5年来特别是新
时代以来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伟大
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
和发展的根脉和魂脉，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新
征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总体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思想深邃、视野宏阔，是推动中华民
族共同体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民族
问题、民族工作，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新中国
成立后，党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
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
民族理论和民族工作方针政策，各民族在社
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
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这条主线，谋划部署新时代党的民族工

作。420个位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贫困县全部
脱贫摘帽，28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
脱贫，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
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

回顾党的一百多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
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
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
这条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
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取得
前所未有的进步。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
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
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
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
同体建设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
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一脉相
承又与时俱进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
策，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
确道路，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指
引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开辟
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是党的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的智慧结晶，
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尊重历
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正确选择，具有明
显优越性。这条道路着眼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整体利益，最大限度把各民族凝聚起来，实
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条
道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和

民族歧视，确保各族人民真正获得平等政治
权利、共同当家做主人；这条道路正确把握维
护国家统一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坚
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
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
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要始终坚
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
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而不懈奋斗。

“我们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创造
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也要依靠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续写新的辉煌。”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勠力同心、拼搏进取，
各民族大团结的中国一定能无往而不胜。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据新华社海口9月27日电（记者周慧敏）“深蓝宝

藏——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考古成果特展”9月27日

下午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开幕，408件（套）沉睡在深

海1500多米的两处沉船遗址出水文物首次公开亮相。

这次展览设在南海博物馆南区三层6号展厅，面积近

1000平方米，内容分为“探渊寻珍”“水府琳琅”“巧缮焕新”

三个部分，展出两处沉船遗址出水文物408件（套），还有故

宫博物院等借展文物34件（套），共计展出442件（套）。

此次展览最受瞩目的展品是珐华彩瓷器，总共有13

件（套）精品展出。考古发现的珐华彩瓷器十分罕见，南海

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珐华彩瓷器，是首次在沉船

中发现。这些考古新发现，证明了明代中期景德镇珐华彩

瓷器外销，为寻找窑址、厘清来源提供了实物资料。此外，

还有“丙寅年造”款红绿彩碗，证实一号沉船属明代正德时

期，对研究南海贸易航线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和贡献。

400余件南海沉船遗址出水文物首次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