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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6月30日下午就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党的二十
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并
阐述了“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
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
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
坚持好、运用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
（院）长李文堂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
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
听取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
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
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
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
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
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
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
际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
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始终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使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命力，
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
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是历
史的结论。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党的理
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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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
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
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
覆性错误。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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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五千多
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
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
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
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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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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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要及时科学解答时代
新课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
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
代需要的产物。用以观察时代、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的理论，必须反映时代的
声音，绝不能脱离所在时代的实践，必
须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将其凝结成时代
的思想精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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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
互动的时代背景下，人类社会面临许多
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我国改革发展稳
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
个领域也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课
题，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
代之问给我们提出的新考题比过去更
复杂、更难，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
践的结合上提交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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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科技变
革、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和我国发展的

阶段性特征中深化对推动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规律性认识，在世界
马克思主义政党命运比较和我们党长
期执政面临的现实考验中深化对党的
自我革命战略思想的规律性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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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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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不断深化理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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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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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作为历史的创造者，不仅是
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
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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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不源自于人民
的智慧、人民的探索、人民的创造。继
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必须走好群众路
线，决不能闭门造车、坐而论道、流于
空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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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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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阜新氟产业开发区2008年起步

建设，2012年 8月晋升为省级经济开发
区，2013年被授予“中国氟产业示范基
地”，2015年被列入辽宁省首批智能制造
及智能服务试点示范项目，2018年被辽宁
省商务厅认定为辽宁省外贸转型升级基
地，2022年被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十四
五”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列为国家重
点发展的31个农药产能园区之一。目前，
开发区已有48户企业入驻，其中规上企业
32户。2022年氟产业开发区规上企业生
产总值77.2亿元，实现税收3.32亿元。各
项主要经济指标呈持续高速增长趋势，对
全市整体经济拉动作用明显，已成为辽宁
省完成全面振兴新突破，阜新市实现“双
千双百”任务目标的重要支撑点。

辽宁阜新氟产业开发区明确产业定
位：发展含氟精细化学品为特色的“专精
特新”化工园区，逐步建设“一核两轴三基
地”的产业发展格局。以含氟精细化工产
业为核心，以绿色农药和化学医药为两
轴，统筹建设农药基地、医药基地和新材
料基地，围绕“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关
键环节，大力发展精细化工产业，调整优
化产业结构，按照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
动开发区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已具
备了一定的生产基础和产品研发能力，形
成了一批以众辉生物、金凯生科、龙田化
工、天予化工、凯莱英医药、东欣化工等为
龙头的骨干企业、拳头产品和营销网络。

（经济日报）

阜新氟产业高峰论坛暨招商对接会举行

从事教师工作多年，陪着一批又一
批的孩子们一年年成长，有欢喜、有烦
恼，更多的却是来自内心的丰厚收获。
我们没有得到优厚的物质回报，但是我
们得到的却是心灵的平静和最纯真的
幸福。

因为教师工作的特殊性质，有人可
能会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产生平淡、枯
燥的感觉。其实，这是教育幸福感的淡
漠与缺失，非常不可取。

陶行知先生说，教育者“实有无限
之乐含在其中。愚蒙者我得而智之，幼
小者我得而长大之，目视后进日上皆我
所造就者，其乐为何如耶？”给每一棵幼
苗以成长，给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以智
慧，参与到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来，和他
们共享生命的律动。毕竟，不是每一个
人都能有机会像教师一样，共同经历一

批又一批生命的日渐开花、散叶、结果，
日渐茁壮、日渐成熟。这种欢悦和幸福
是无以伦比的。

在与孩子的共同成长过程中，孩
子的善良、纯真给予了我们无限的
力量。泰戈尔说：“使卵石臻于完美
的，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载歌载
舞。”在教育上，教师和学生是互为
水，互为鹅卵石的。不过，更多的时
候，我们只是看到了教师教育艺术
之“水”让学生日臻完美，而没有意
识到来自学生心灵的泉水也在洗
涤、滋润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人
格，让我们的事业日臻完美。不知
道在你的教育生涯里，有没有那种
努力拼搏、顽强坚定的学生，有没有
那种用瘦弱的肩膀撑起整个家庭的
学生，有没有那种不向困难低头、从

落后走向成功的学生……这些孩子
身上的那种种优秀的品质，何尝不
在教育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和自身，
激励着我们向前？

既然选择了做一名教师，我们当然
应该踏踏实实地上好每一堂课，开开心
心地组织好每一次活动，仔仔细细地批
好每一本作业，认认真真地和每一个学
生谈心、交心。我的开心即是学生的开
心；我幸福即是学生的幸福。

安东亚老师说过：我的学校，就是
我的天堂，我的家！通过这句话，我们
可以感知到，他的内心是多么热爱教
育啊！他的心里应该填满了教育带来
的幸福感吧！我非常喜欢安老师的这
句话，因为其中蕴含着极不普通的道
理：置身于学生中，永远是幸福的！
（阜蒙县蒙古族实验小学 白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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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安全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