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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德安讯（熊辉 徐舒笠）近日，100 余名九
江学院理学院毕业大学生走进德安县高新
技 术 产 业 园 ，实 地 参 观 英 利 能 源 、智 航 科
技、数字经济产业孵化园等企业，“沉浸式”
体验企业的生产生活情况，揭开职场的“神
秘面纱”。

在英利能源（江西）有限公司，大学生们
参观了光伏面板焊接、层叠、层压、装框、测
试等全自动组件生产线，并与企业负责人互
动交流；在数字经济产业园，大家观看了江

西智航科技有限公司造型新颖的风扇屏、柔
性屏和教学一体机以及江西德捷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 COB 灯带新能源路灯，“零距离”
感受科技魅力。

在蒲亭镇数字经济产业孵化园，大学生
们参观了青春服务台、青春助农展示区、青
春直播间等区域，听取孵化园概况以及市县
就业政策的介绍。“我们了解了德安这些年
的快速发展、人才政策的不断升级，到这里
工作也很不错！”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的

邓雅玲同学信心满满地说。
“德安人杰地灵，拥有深厚的人文历史

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高新区企业也贴
心地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岗位的学历要求、技
能需求等信息，可以帮助大家根据实际情况
作出最优选择。”不少同学纷纷在微信朋友
圈晒出体验感悟，对今后选择在德安县就业
信心十足。

德安县高新技术产业园积极探索“产才
融合”“引企入校”“前校后厂”职教新模式，
在富煌钢构、南方锅炉等 10 家企业合作建设
校外实训实习基地，有效对接市场需求，持
续为企业培养职业技能人才，让莘莘学子感
受到德安县招才引智的“温度”和“热度”，促
成更多青年人才落户德安。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
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
有机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必然。

深刻理解“相互契合”的丰富内涵，准确把
握“有机结合”的逻辑必然，坚持“两个结合”，必
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阔步向前。

真理之钥：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逻辑

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部中国著作掀起热潮。
5 月 27 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问答》英文版首发式吸引大批读者，
现场座无虚席。

参与该书出版的印度通用出版社总裁考沙
尔·戈亚尔说：“这本书为读懂当代中国打开‘思
想之门’。”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
耀智慧光芒。

170 多年前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何以
在万里之遥的中国保持生机活力？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0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出坚定有力的回答。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党的
二十大报告。

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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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
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
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
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贯通”与“融通”，体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洞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
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
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
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
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
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
主义。

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从今
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
万丈涌。”

“共产”与“大同”并用，表达了革命志士对
于二者的相通与契合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同中国传统文
化中“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追求寄托着相
同的美好愿景；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民本思想都反映了人
民主体地位；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同中国传统文化“知行
合一”“以行为本”等关于知行的探讨都体现出
鲜明的实践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同中国传统文
化的“协和万邦”“胸怀天下”之道，都具有宏大
的国际视野；

……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正如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所说：“中华民族和它的
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根深才会叶茂，本固才会枝荣。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
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

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从“万物并育”“天人合一”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从“精忠报国”到“让爱国主义成为
每一个中国人的坚定信念和精神依靠”……

不忘本来，开辟未来。中国共产党既是马
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手握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清醒而坚
定——“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
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发展之道：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
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中国道路每一步前行都基于中国国情和中
国文化的深刻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分不
开的”。

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
京来到延安。

这里是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夺取全国胜利
的出发点。

“长征走过的道路，不仅翻越了千山万水，
而且翻越了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
的错误思想障碍。”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
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
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
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马克思主义要
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章论
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深入
阐释“两个结合”；报告提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
天下，这“六个必须坚持”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

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着眼于解决革命、建设、
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不断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
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俯瞰大地，山河锦绣。
6 月 10 日，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如

期而至。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高度重视。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文明互鉴的
纽带。从敦煌莫高窟到云冈石窟，从安阳殷墟
遗址到运城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
足迹”遍及全国，殷殷嘱托彰显着对文化遗产的
深厚情怀。

一次次寻访古迹、一次次触摸历史。鉴往
知来，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万千：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
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弘
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注重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培根铸魂……

从挖掘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推动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到推进文物和古籍保
护利用工作、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程，从大力推动文物资源数字化转化、数字化
共享，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将中国文明历史研
究引向深入……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中华文化的“一池
春水”被彻底激活，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比翼齐飞，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同步增
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以史鉴今，资政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将中
华文化的智慧融汇于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推
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

文明之光：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时代逻辑

6 月 15 日，良渚古城遗址，杭州亚运会火种
采集仪式在此举行。

火种辉映上溯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也点
亮今天的之江大地。今日的良渚正致力于让世
界遗产“活起来”，绽放生生不息的独特魅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良渚，是为缩影。
着眼前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没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
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
取治国理政的精神力量——

从“贫富有度”“与天下同利”到共同富裕的
美好愿景，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
尚和合、求大同”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到统筹
发展和安全……

翻阅数千年文明卷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当代民之所盼、政之所向一脉相承，为治国理
政注入更多底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丰富
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蕴藏着解决当
代社会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面向未来，要坚持“两个结合”，积极挖掘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治理理念
与当代社会的共鸣点，不断回答时代课题。

推动文化兴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

以“文”会友，“博”览天下。第十九届文博会，
海内外10多万种文化创意产业展品汇集于此。

“ 文 化 + 科 技 ”“ 文 化 + 影 视 ”“ 文 化 + 旅
游”……在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中，文化元素与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相得益彰，中国文化充满创
新活力。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
北京，京剧、相声、民乐、话剧等东西方艺术

形式开启了老会馆活化利用之旅，持续充盈着
群众精神文化高品质供给；上海，经过保护性修
缮，具有海派特色的石库门建筑群被赋予全新
商业功能和业态；沈阳，千余种具有沈阳故宫文
化元素的文创产品研发、推广，有效传播了历史
和文化……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
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空间无比广阔。

深化文明互鉴，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是实现所有人的共
同利益。”在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
年之际，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
劳尔感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悠久
而厚重的历史中产生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千多年
前，先贤孔子兼善天下的情怀贯穿古今，在当今
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友善、共赢的桥
梁。

文明互鉴，见诸大党大国的行动。
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提出

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不同文
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
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
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以胸怀天下的气度，号
召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同发展。

立时代潮头、领风气之先、创复兴伟业。
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中

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人民汇聚更大精神动
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
服力的真理力量，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创造新的
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 有 机 结 合”的 逻 辑 必 然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系列述评之二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 洁 魏弘毅

新华社天津 6 月 20 日电（记者周润健）“绿筠
尚含粉，圆荷始散芳”。北京时间 6 月 21 日 22 时
58 分将迎来夏至节气，标志着蛙鸣阵阵、蝉吟声
声、荷韵飘香的盛夏来临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理
事袁瑾介绍，以夏至为起点，气温持续升高，一年
最热的时段即将到来。民间有“夏至不过不热”之
说。按照民间习俗，夏至这天，我国大部分地区都
要吃面，正所谓“一碗面下肚，暑气消大半”。

至于其中的缘由，众说纷纭。在北方，夏至前
后正是小麦丰收、新粉上市之时，古人以面食敬
神，庆祝丰收，自然就有了吃面的习俗。面条不仅
种类多，口味也多，如北京炸酱面、天津三鲜打卤
面、山西刀削面、陕西臊子面、兰州牛肉面等等。

吃凉面是夏至北方普遍习俗。清代《帝京岁
时纪胜》记载，夏至这天，北京家家户户都要吃一
种冷淘面。冷淘面即“过水面”，将面条下锅煮熟，
捞起来过一下凉水，食用时加一点调味料，有的还
配上各种菜码。当夏日热得满身大汗时，吃上一
碗凉面，解暑降温，浑身爽利。

在南方，“夏至面”的种类也很多，如镇江锅盖
面、扬州阳春面、常州炒浇面、淮安长鱼面、南通跳
面、昆山奥灶面、杭州片儿川、福建虾面、广东竹升
面等等，展现了南方别有的风情和意趣。

“面条是中国人夏日餐桌上的常客，天气愈
热，吃面条的频率也就越高。一是做法简单，吃着
方便；二是口感不错，营养丰富；三是宁心护肾，养
生保健。”袁瑾说。

夏至吃面还有一种解释为，夏至是北半球一年中
白昼最长的一天，而面条便是食物中最长的了。这天
以后白昼将渐渐缩短，民间就有了“吃过夏至面，一天
短一线”的说法，说的是吃过“夏至面”，白天就越来越
短，每天做针线活，用的线也一天比一天少。

相比于其他食物，面条清爽、素净，既是简朴的
果腹之物，也可以衬托任何食材，汇聚百态生活，容
纳万千滋味。夏至到了，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不论你身处何方，不管你有多忙碌，记得吃上一碗

“夏至面”，这是生活的滋味，也是文化的传承。

节气里的中国

21 日 22 时 58 分夏至：

处处闻蝉响，遍地听蛙鸣

北京时间 6 月 21 日 22 时 58 分将迎来夏至节
气。民间有“吃过夏至面，一天短一线”的说法。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多彩活动迎端午

端午节将至，多地开展包粽子活动，感受

传统文化魅力，迎接佳节到来。

▲6 月 20 日，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第一实
验小学，学生们在参加“长卷绘端午”活动。

（新华社记者 曹祎祎铭 摄）

▶6 月 19 日，村民参加四川省广安市广安
区龙安乡举行的包粽子比赛。

（新华社发 张国盛 摄）

▲6 月 19 日，在河北省邯郸市广平县第四幼儿园，小朋友在家长的帮助下
学习包粽子。 （新华社发 程学虎 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记者任沁沁）国家
移民管理局 20 日分析评估，预计 2023 年端午节
期间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出
入境人数峰值有望超过 140 万人次/天，日均将
达 128 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增长约 2.2 倍，是
2019 年端午节的 63%，预计客流高峰主要集中
在 6 月 22 日、23 日。

大型国际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稳步恢复，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日
均通关人数预计将分别达到 2.8 万、5.1 万、2.3
万人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
长，珠海拱北口岸日均通关人数预计将达到 32
万人次，深圳罗湖、福田地铁口岸预计将达到
17.8 万人次、15.2 万人次。

国家移民管理局日前部署全力做好端午节
期间口岸出入境通关保障工作，要求全国边检
机关科学预测、及时发布本口岸出入境客流情
况，为广大群众出行提供参考；备足执勤警力，
开足查验通道，科学组织勤务，确保中国公民出
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 30 分钟，确保口岸运行安
全顺畅有序。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出入境旅客，出
行前及时关注口岸客流变化和通关情况，仔细
检查出入境证件签证是否有效，提前了解前往
地安全形势、入境政策，合理安排行程，注意人
身安全和健康防护。通关过程中如遇困难，可
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 12367 服务热线或向
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寻求帮助。

端午假期全国出入境
客流将迎“小高峰”

德安县高新技术产业园

高校毕业生“沉浸式”参观企业

新华社北京 6 月 20 日电 国务院台办发言
人朱凤莲 20 日表示，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
的基础上，海关总署决定自 6 月 20 日起恢复台
湾地区番荔枝输入，输大陆番荔枝须来自获得
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

她介绍说，因多次从台湾地区输大陆番荔
枝中检出大洋臀纹粉蚧等检疫性有害生物，为
防范植物疫情风险，大陆海关自 2021 年 9 月 20
日起暂停台湾地区番荔枝输入。一段时间以
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台东县县长饶庆
铃等人士多次向大陆有关方面表达恢复台湾番
荔枝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业者进行整
改，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番荔枝安全。
近 期，台 东 县 方 面 提 供 了 部 分 业 者 的 整 改 情
况。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的基础上，海关
总署决定自 6 月 20 日起恢复台湾地区番荔枝输
入，输大陆番荔枝须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
厂和果园。

朱凤莲表示，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愿意与岛内有
关方面共同努力，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产品输
入大陆提供帮助。

国台办：
愿继续为恢复台湾农渔
产品输入大陆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