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儿童福
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师。聋哑
女孩王雅妮向总书记弯了弯大拇
指，用哑语表示“谢谢”。习近平总
书记笑容可掬地跟着学：“伸大拇
指是‘好’，弯一弯是‘谢谢’。”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对
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
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
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感受
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总书
记这样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孤残
儿童保障工作持续加强，特殊教
育实现更快更好发展。来自四面
八方的爱心汇聚，为这一特殊群
体照亮前行的路。如今的王雅妮
实现了梦想，成了特殊教育学校
的一名老师。而孤儿、残疾儿童等
特殊儿童群体，也正在得到全社
会更多的关怀，受到更好的教育。

特别的爸爸妈妈，

筑起我的“新家”

清晨的阳光照耀在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

“宝宝们，起床啦。”高美丽轻
声唤醒睡梦中的四个孩子，在他
们脸上各亲了一大口，然后有条
不紊地给孩子们穿衣洗漱，喂他
们吃早饭。

高美丽家的早晨，看起来和
其他人家一样平常又温馨。家里
四个孩子，最大的不到3岁，最小
的只有1岁半。但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高美丽夫妇和这些孩子们并
无血缘关系，他们是生活在福利院的模拟家庭。

这四个孩子中三个患有中重度智力障碍，另一个因
早产而发育迟缓。“3岁以前，这些孩子处于建立母婴依恋
的关键期，需要有爸爸妈妈的精心照顾，我和我爱人充当
了孩子父母的角色，给他们完整的家庭关怀。”高美丽说。

丁丁（化名）是高美丽家最小的孩子，因发育迟缓，1
岁半的她看上去只有七八个月大。每天早上，特教老师都
到模拟家庭将丁丁和哥哥姐姐们接去上婴幼儿抚育课
程。经过半年的学习，丁丁已经学会了简单的对话，每天
下课回家，都开心地叫着“妈妈”。

过去，我国孤残儿童养育模式主要有机构集中供养
和家庭寄养两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专项规划累计投
入近20亿元用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和儿童福利机构
建设。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模拟家庭”养育模式，让孤残儿
童在家庭环境里成长。

特殊的园丁，灌溉最美的花

在太原市社会（儿童）福利院里，13岁的一一（化名）
是个看着会让人有些害怕的孩子。这个男孩半边脸长满
了血管瘤，还患有癫痫，智力发育不全。

2016年，福利院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该让哪个老师
带一一却成了问题。

他的情绪不稳定，动辄就哭闹，在地上打滚，癫痫也
随时可能发作。能照顾好他吗？不少老师心里打鼓。

“那天，我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荡秋千，他居然笑
了，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当时刚大学毕业的王炜心想，或
许自己和这个孩子有缘。“我是学特殊教育专业的，我相
信自己可以带好他。”她主动请缨，让一一进入了自己的
班级。

从此，王炜上课再也不能穿裙子了，常年穿着牛仔
裤，因为一一随时可能会跑掉，她要跑得更快把他追回
来。

每次来到学校，一一就不停地哭，要不就在地上打
滚、撕书，哄也哄不好，训他更是不管用。王炜观察发现，
一一喜欢玩纸盒子，喜欢荡秋千。靠着这两样法宝，王炜
俘获了一一的心。每当他能执行指令时，王炜就奖励他玩
纸盒子。

慢慢地，一一出去会主动拉王炜的手，再后来，会主
动让她抱。

“和他们在一起，我有时是老师、有时是姐姐、有时是
妈妈。”如今25岁的王炜还未结婚，却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倾注了绵绵的母爱，“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个心灵唤醒另一个心灵，只要我们用爱浇灌，花儿必将自
开。”

近年来，我国残疾学生受教育机会不断扩大，国家出
台并全面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基本实现30万人口以
上且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区）都有一所特殊教育
学校。随着国家对特教师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加大，教师
数量持续增加，教师学历和专业素养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特殊的我，有特别的精彩

在呼和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美容教室内，王雅妮
认真地为一位模特进行面部护理，七八名学生围在她的
周围，聚精会神地观察她完成每一个步骤。王雅妮用手语
进行讲解，学生们则用手语进行提问。

站上讲台，成为一名教师，这是王雅妮从小的梦想。但
一个聋哑人也可以有梦想，也可以当老师吗？她一度不自
信。

2014年，王雅妮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看望这里的孩子和老师
时，鼓励王雅妮好好学习，学业有成。

她更加坚定了理想。2017年9月，她从呼和浩特市特
殊教育学校毕业后，去了一所美容学校进修。最终，她又
回到了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美容教师。

“谢谢”是王雅妮最常用的手语动作。感受着社会温
暖长大的王雅妮，正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残疾儿童，帮
助他们实现梦想。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至
2018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2152所、专任教师5 . 87万
人，近年来均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更多特殊的孩子们拥
有了让人生出彩的机会。

作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之一的贵州省遵义
市，已举办了两届特殊教育学生艺术节。在艺术节上，这
些孩子们载歌载舞，同样光鲜夺目。人们看到，残疾孩子
也如此优秀，他们不再默默成长于某个角落，也可以是聚
光灯下的主角。

此前就读于遵义市特殊教育学校的穆洪波，现进入
北京联合大学，主攻钢琴调律；同样从该校走出的蔡丽
雯，成为国家残疾人游泳队运动员，并站上了里约残奥会
的领奖台。在党中央的关心下，这些特殊的孩子，正在绽
放着特别的精彩。 （据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特
别
的
爱
给
特
别
的
你

︱
︱︱

特
殊
教
育
的
别
样
风
景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
样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
是思想道德建设，对加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
等各项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对表彰道德
模范、开展学习宣传道德模范活动等提出明确
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新时代展
现新气象、取得新成就。

在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
广大先进模范人物的示范引领下，亿万中华儿
女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
扬时代新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

的力量也是无穷的”——— 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深

切关心道德模范及其宣传学习活

动

8月27日晚，一则重磅消息受到海内外高
度关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70周年
之际，“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建议人选
向全社会公示。这是我国首次开展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选颁授。

隆重表彰这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
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充分彰显了
党和政府对这些引领者示范者的格外尊崇，更
彰显了全社会崇德向善、明德惟馨的美好风尚。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

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山东考察时的深
情号召，掀开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思想
道德建设的滚滚热潮。

肩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
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立德树
人、以德铸魂———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2015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

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说出了
这句高瞻远瞩的金句。

他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
极大丰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战略任务，确定了“两
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两个文明建设
齐头并进、成果丰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精神文明建设放在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位置谋划部署，更加注
重以高尚的精神教育人、以优秀的文化鼓舞
人、以丰润的道德滋养人。

为精神上“补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
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

以修德立身，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重
视道德、崇尚修德的民族，历来强调“道德当
身，故不以物惑”。

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总书记强调：“法
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
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当前，全党正在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在中央政治局就“牢记初心使
命，推进自我革命”举行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加强党性锻炼和政治历练，不断
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

这是一个大党领袖对于党永葆先进性和
纯洁性的殷切期许，更是一个大国掌舵者对于
构筑精神力量的格外注重。

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习近
平总书记有着深邃思考、提出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到地方考察调研
还是主持召开会议，无论是会见先进代表还是
同各界人士座谈，习近平总书记总会不失时机
地强调思想道德建设。

面对基层党员干部，总书记严格要求：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
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

面对北京大学师生，总书记谆谆教导：“道

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
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

面对文艺工作者，总书记殷殷期许：
“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
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
和道德荣誉感。”

面对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总书记语重心
长：“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积极传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
春风化雨，润泽人心。习近平总书记从不

同层面作出的深刻阐述、提出的殷切嘱托，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道德模范及其宣传学习活动，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关心、亲自推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弘扬
共筑美好生活梦想的时代新风，是精神文明建
设的根本任务。

2013年9月26日下午，北京京西宾馆，热烈
的掌声在会议楼前厅回响。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
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同参加会见的同志们亲
切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长期以来，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不断推进公民道德建
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时代新风，中华大
地涌现出一大批道德模范、最美人物。全国道
德模范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两年后，对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
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

“隆重表彰全国道德模范，对展示社会主义思
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彰显中华民族昂扬向
上的精神风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
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模范是奋斗的前行者、社会的引领
者。当前，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
任务、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
伟征程，尤其需要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弘扬真善
美、汇聚正能量。

“要深入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创新形式、注重
实效，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化为亿万群众的
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指引着道
德模范宣传学习活动深入人心、不断完善。

“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

贤 思 齐 、德 行 天 下 的 浓 厚 氛

围”——— 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

率先垂范，对道德模范格外关心

关爱，倡导引领了全社会尊崇模

范、学习模范、礼遇模范的浓厚氛

围

金秋九月，贵州遵义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
团结村，已经迎来了阵阵清凉。

年过八旬的“老支书”黄大发依旧闲不住，
每天戴着党徽在村里奔忙。过去30多年间，在
他的带领下，祖祖辈辈饱受缺水干旱之苦的团
结村，硬是在峭壁悬崖间挖出一条10公里的

“天渠”，一举斩断了“穷根”。如今，村子还迎来
了大企业的对口帮扶，村民们都鼓足干劲想着
脱贫致富。

2017年11月17日，作为受表彰代表的黄大
发到北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受
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尤其让他感动不
已的是，当看到他和黄旭华两位年事已高的代
表站在人群中时，习近平总书记握住他们的
手，拉着他俩在自己身旁坐下。

“给老道德模范让座，这是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这就叫人伦常情。”习近平总书记发自
内心的话语和举动，自此传为佳话。

“总书记拉着我们坐到身边的事情，大家
当时就传开了，都说要向总书记学习。现在，村
里尊老爱老、孝敬老人的氛围非常好，家庭纠
纷都少了很多。”说起这两年村里的变化，黄大
发老人一脸喜悦。

尊崇模范、学习模范，既需要形成一种鲜
明的价值取向，更需要成为一项持续的自觉行
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或身体力
行、或真切号召，始终将关心关爱道德模范挂
在心上、落在实处。

这是尊老敬贤、崇德向善的率先垂范———
对年长者的敬重、对模范人物的关怀，习

近平总书记一贯坚持。
一句“感动”满怀敬意——— 2013年9月26

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
者时，习近平总书记把目光转向坐在第一排左

边的一位老人。总书记说，这位就是我们的老
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岁了，
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感动。

一种体谅温暖人心——— 2014年10月15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当大
家发言结束，总书记准备发表讲话时，他望了
望坐在右边不远处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名誉会
长、90岁高龄的冯其庸先生，对大家说，今天出
席座谈会的不少老艺术家年事已高，大家如果
累了，就到休息室休息或者走动走动。

一次看望饱含深情——— 2016年2月，在井
冈山慎德书屋，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93岁的全
国道德模范龚全珍、87岁的全国道德模范毛秉
华以及革命烈士后代等，同大家坐在一起亲切
交谈。

这是明德惟馨、德行天下的深情号召———
2019年，有两位英雄的名字被世人深刻铭

记：张富清、杜富国。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

赞扬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
守初心、不改本色的感人事迹，号召积极弘扬
奉献精神。

2个月后的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排雷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获得者杜富国佩挂英模奖章、颁发证书，同他
合影留念。

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提到了几位英雄：“……为保护试验平台挺身
而出、壮烈牺牲的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
以及其他为国为民捐躯的英雄们。他们是新时
代最可爱的人，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近年来，对于各地区各行业涌现出的道德
模范，习近平总书记用多种方式为他们鼓劲

“点赞”。
通过书信，习近平总书记真挚表达对西藏

隆子县玉麦乡牧民卓嘎、央宗姐妹，华中农业
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郭明义爱心团队”的
肯定与鼓舞。

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
价“用生命实现航空报国梦”的罗阳、“太行山上
的新愚公”李保国、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心有大我”的归国科学家黄大年等一大批模范
人物的先进事迹，发出向他们学习的号召。

这是见贤思齐、礼贤敬德的蔚然景象———
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

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
会、阅兵式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近
1500名各界先进模范人物代表将受邀参加观
礼。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国家将以格外隆重
的方式表达对模范人物的礼敬，彰显一个民族
礼贤敬德、德行天下的崇高风尚。

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率先垂范下，全社会关心模范、礼遇模范的行
动更加有力。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连年组织开展慰问帮
扶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登门看望慰问全国道德
模范，近年来共出资1600多万元，帮扶生活困
难的全国道德模范近200人次。

各地各部门也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模
范人物的尊崇和关爱：有的地方，在表彰优秀
教师的合影中，领导同志纷纷站在了后排，将
教师代表们请到了前排；有的地方，认真走访
慰问各类道德模范，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实际困
难，将关爱帮扶的措施一一落实；有的地方，既
大力弘扬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引领社会风尚，
又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解决现实困难，树立好人
好报的鲜明导向……

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崇德向善的徐徐清
风，轻抚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把道德模范的榜样力量转

化为亿万群众的生动实践”———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亲切关怀下，广大道德模范团结

引领全社会向上向善，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

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

2019年7月，“中国好人榜”发布，江西萍乡
上栗县70岁老人李丙味的名字赫然在列。

从2009年开始，李丙味十年如一日在穿村
而过的319国道边护送孩子过马路上下学，累
计超过40万人次，被称为“守护爷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最美渡工”郭罗
恩，到“银发草根”志愿者段华胜，再到舍己救
人小英雄肖玉玲……近年来，人口仅200万的

“小城”萍乡却由一个个凡人善举奏响了一曲
“大爱”乐章，至今已有73人登上“中国好人
榜”，连续21个月从未间断。

岂止是萍乡。从“安徽好人”到“杭州最
美”，从“沧州好人”到“好人沛县”，遍览神州大
地，城乡基层正因崇德向善的模范精神、榜样
力量，凝聚起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托举
起内外兼修的品德高度。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一系列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一切为党、为国家、
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人物，我们
都要发扬他们的精神，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
力量。

以德润心，以文化人。
近年来，各地主要媒体、网站开设专栏、增

设专版，常态发布先进典型事迹，公共文化场
馆设置道德模范事迹专题展览。

网上网下交相辉映，传统、新兴媒体琴瑟
和鸣，道德模范事迹走进千家万户、走到百姓
身边———

江苏在第七届道德模范评选期间，开展
“为TA点赞”网络活动，16万网民点赞留言。

湖北在“学习强国”平台上推出报道和视
频，在抖音、快手等新兴平台上开展专题宣传。

云南精选20名道德模范事迹制作视频短
片，以VR的形式再现道德模范感人故事。

广大文艺工作者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把道德模范故事拍成电影、搬上舞台，让道德
模范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河南把模范故事编
排成河南坠子、河洛大鼓、地方戏；湖北根据道
德模范事迹改编成大型话剧《信义兄弟》、大型
舞台剧《土家妈妈——— 罗长姐》；安徽以全国道
德模范候选人为原型，制作成微广播剧、微电
影……

道德模范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
“微巡讲”“网络巡讲”“巡讲报告会”“巡讲

小分队”……各地通过举办道德模范事迹巡回
宣讲等活动，让道德模范与基层零距离、与百
姓面对面。

一个个模范的故事，就是一颗颗饱含爱心
的种子，就是一缕缕洒向心田的阳光。

“我们是普通人，做的是普通事。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我们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
感召群众、带动群众。我们就要进一步发挥好
引领作用，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巡讲的道德
模范情真意切。

“模范就在我们身边，他们用朴实的话语、
平凡的事例诠释了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要向
模范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现场聆
听的群众深受触动。

近年来，各地发挥道德模范“传帮带”作
用，广大人民群众学有榜样、行有参照。道德的
力量浸润百姓心灵，先进典型正成为时代的标
杆———

在河南，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宋丽
萍带领的志愿服务队超过500人，涌现出邓州

“编外雷锋团”、郑州陇海大院等爱心团队6000
多个。

在陕西，以呼秀珍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由
任凤祥、王振治发起成立的志愿服务队积极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为全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正
能量。

最近，“郭明义爱心团队”正忙着帮助建档
立卡贫困户盖房子、建鸡舍、搞养殖。从安徽大
别山老区，到四川大凉山贫困区，从贵州六盘
水，到辽宁朝阳等地，处处留下了他们爱心帮
扶的身影，近几年已累计筹集资金3000万元，
帮助5000户脱贫。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5年前给我们回信后，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爱心团队。现在志愿者总
数超过230万人，比5年前增加了100多万，这让
我更加认识到付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郭明
义感慨说。

点亮一盏盏灯，簇起一团团火。一次次
精神洗礼、一个个先进典型、一项项道德实
践，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激发全社会的善
行义举蔚然成风。

文明花开香满园，同心掬得满庭芳。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到甘肃考察，来到

八步沙林场。总书记高度赞扬八步沙林场“六
老汉”的英雄事迹，指出新时代需要更多像
“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

面向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奋进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以“六老汉”的模范精神对广大
共产党员发出号召：“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只要共产党员首先站出
来、敢于冲上去，就能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
来、组织起来，打开一片天地，干出一番事业。”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 人民日报评论员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首先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
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能在日益复杂的斗争
中迷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在2019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释一系列事关党的领导、旗帜
道路，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
大原则问题，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们面临的斗争任务，对广大干部特别是年
轻干部在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提出了明确要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
别坚定，做到在各种重大斗争考验面前“不
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方向决定前途。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
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中国
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无
数事实都证明，削弱、否定党的领导，国家就
会陷入灾难，人民就会步入苦难。自我们党成
立以来，凡是党中央有权威、党团结统一的时
候，党就能汇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力量攻坚
克难，反之则会遭受挫折。正因如此，凡是危害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

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
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
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
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
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
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

形势决定任务。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
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
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
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
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
设等方面都有，而且越来越复杂。领导干部要有

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
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
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
展趋势会怎样，该斗争的就要斗争。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以身许国，何事不
敢为？身处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广大干部
特别是年轻干部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哪个岗位就
把哪个岗位的事情干好，履行什么职责就把这
个职责完成好。惟其如此，我们才能胜利实现
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在新的伟大斗争中写
下新的光辉篇章！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人民日报9月5日评论员文章）

把准斗争方向 明确斗争任务
———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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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关心关爱道德模范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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