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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昂首阔步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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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政治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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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向获得“反恐尖刀中队”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7月5日，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在北
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晋
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状。这是习近平等领
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新华社
记者 李刚 报道）

习近平签署命令
授予荣誉称号

 时事·5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反恐尖刀中
队”荣誉称号的武警部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某
机动支队特战大队特战1中队颁授奖旗，并同该中
队代表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李刚 报道）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
号仪式5日在京隆重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
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官兵代表整齐列队，气
氛庄重热烈。下午4时50分许，18名礼兵正步入
场，持枪伫立两侧，授称仪式开始，全场齐声高
唱国歌。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习近平签
署的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命令，中央军委副主
席张又侠主持仪式。

习近平向获得“反恐尖刀中队”荣誉称号的武
警部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大
队特战1中队颁授奖旗，并同该中队代表合影留念。

授称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
等参加授称仪式。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
衔仪式5日在北京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颁发命令
状。

下午5时15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
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宣读了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
主席张又侠主持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南部战区司令
员王秀斌、西部战区司令员徐起零、陆军司令员
刘振立、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乾生。

晋升上将军衔的4位军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
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
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肩章的4位军官向习近平敬
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
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魏凤和、李作成、苗华、张升
民，以及军委机关各部门、驻京大单位主要领导
等参加晋衔仪式。

□ 责任编辑 蔡明亮 蒋兴坤

□ 本报评论员

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
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
结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关
键要看这条道路是否能够真正解决这个
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
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道
路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
持、永不动摇。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近代以
来，为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无数仁人志
士前仆后继、不懈探索，各种“主义”
“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
终。是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一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
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
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我们党在
长期实践探索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
自己的路，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
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回顾百年奋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
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
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
行伟大社会革命100年的实践中得来的，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的旗帜、
奋进的旗帜、胜利的旗帜，是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推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基本
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
入加速演变期，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风险挑战，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
的，既有传统的也有非传统的，“黑天
鹅”“灰犀牛”还会不期而至。大变局
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习近平总

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就如何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科学谋
划和全面战略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一定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
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自立
自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依法治
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
强盛、中国美丽，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而不懈奋进。

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最重要的是不断坚定“四个自
信”，不断增强历史定力，增强做中国
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中华民族拥有
在5 0 0 0多年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灿烂文
明，中国共产党拥有百年奋斗实践和70
多年执政兴国经验，我们积极学习借鉴

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
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答案，书写于
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的历史进程之中。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清醒
坚定，保持强大定力，志不改、道不
变，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
帜的邪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
何干扰所惑，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只要我们坚定不
移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
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就一定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壮阔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一
代人的历史伟业！

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五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5日晚在北京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
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峰会。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形势
依然严峻，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世界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互尊重、精诚
合作，而不是猜忌对立、零和博弈。希
望中欧扩大共识和合作，为妥善应对全
球性挑战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坚持正确相互认知。100年
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
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并得到人民普遍拥
护的发展道路。中方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中欧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原则开
展合作，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汇聚了
彼此之间最大公约数。我们要秉持这一
精神，正确看待相互差异，理性处理彼
此分歧，牢牢把稳中欧关系前进航向。

第二，扩大互利共赢合作。中方愿同欧方尽早举行第二十三次中
欧领导人会晤，办好战略、经贸、人文、数字、气候领域高级别对
话，推进中欧清单产品互认互保，为双方百姓日常生活带来更多实
惠。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况下，不断优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中国
扩大开放的步伐坚定不移，希望欧方按照市场原则为中国企业提供公
正、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第三，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国际上的事需要大家心
平气和商量着办。中方愿同欧方一道，确保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
方会议均取得积极成果，并共同引导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朝正确方向发
展，相互支持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巴黎夏季奥运会。

第四，坚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中国最希望的
是发展好自己，而不是取代别人。中方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
要创造更多共同发展的机遇。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对话合作，同时坚决
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欧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积
极作用，真正体现战略自主，共同维护好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三国领导人还就非洲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指出，非洲是发展中国
家最集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实现经济复苏任务最艰巨的地区，更是
发展潜力最大的大陆。中方已经并正在向40多个非洲国家及非盟委员
会提供疫苗，积极支持非洲提升疫苗本地化生产能力。中方已同19个非
洲国家签署缓债协议或达成缓债共识，并建设性参与“非洲绿色长城”
等可持续发展计划。希望欧方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向有急需的非
洲国家提供更多疫苗，帮助非洲应对好债务压力，早日实现非洲经济复
苏和绿色低碳发展。欢迎法国、德国加入中非共同发起的“支持非洲发
展伙伴倡议”，开展三方、四方或多方合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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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小康故事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
事情由众人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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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长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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