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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

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

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

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

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荣光！”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

礼上，习近平主席着眼于香港未来提出

4 点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

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

维护和谐稳定。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

话，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团结

带领七百多万香港居民同心同向、携手

并进，共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共谱

“一国两制”实践的崭新篇章，指明了努

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引。

当前，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

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未来 5 年是香港

开 创 新 局 面 、实 现 新 飞 跃 的 关 键 期 。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4 点希望，蕴含着对

香港未来的深邃思考、体现着对香港

同胞的深切关怀。要深刻认识到，完

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

效能，是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建设好、发

展好的迫切需要。只有着力提高治理

水 平 ，让 香 港 开 创 新 局 面 、实 现 新 飞

跃，才能不辜负中央政府和香港社会

各 界 人 士 的 厚 望 。 发 展 是 永 恒 的 主

题，是香港的立身之本，也是解决香港

各种问题的金钥匙。只有不断增强发

展动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准定位，

香港才能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

现新发展。现在，香港最大的民心，就

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

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

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

照顾更好一些。只有切实排解民生忧

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生方

面的突出问题，才能切实提高民众获

得感和幸福感。经历了风风雨雨，大

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

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

扰聚精会神谋发展。只有共同维护和

谐稳定，团结起来、和衷共济，才能把

香港这个共同家园建设好。

今天的香港，比过去任何一个时

期都拥有更加稳固的基础，能够更好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

长期繁荣稳定。习近平主席指出：“行

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是香港的当

家 人 ，也 是 治 理 香 港 的 第 一 责 任 人 。

要忠实履行誓言，以实际行动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维护基本法权威，为香

港特别行政区竭诚奉献。”要广泛吸纳

爱国爱港立场坚定、管治能力突出、热

心服务公众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从

大局和长远需要出发积极谋划香港发

展，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

起来，展现良政善治新气象。中央全

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

机遇，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

更广泛、更紧密的交流合作，全力支持

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充分释放香

港 社 会 蕴 藏 的 巨 大 创 造 力 和 发 展 活

力。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把全社会

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

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

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 惠 及 全 体 市 民 ，定 能 做 到“ 务 实 有

为、不负人民”。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

同家园，家和万事兴。全体香港同胞

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

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

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

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定能共同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

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

香 港 发 展 ；青 年 有 未 来 ，则 香 港 有 未

来。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引领青

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帮助

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

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

造更多机会。实践告诉我们，为青年

铺路搭桥，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就一定

能吸引广大香港青年投身到建设美好

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

精彩的人生。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回望过去，在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伟大飞跃中，香港同胞从未缺

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只要毫不动摇

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

加美好，香港一定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7月 3日电）

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有一种守望，叫“我站立的地方是

中国”；

有一种担当，叫“我为祖国守边疆”。

治 国 必 治 边 、治 边 先 稳 藏 。 党 的

十八大以来，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积极

投身固边兴边，着力推动边境建设、公

共 服 务 配 套 设 施 和 产 业 布 局 协 同 发

展，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

设者。

守边：护好祖国的一草一木

西藏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的夏天，

是一年中风光最美的时节。日拉山通

往玉麦的柏油路，宛如一条腾云驾雾的

巨龙，盘旋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

穿越原始森林，“家是玉麦、国是中

国”八个红色大字映入眼帘，这是卓嘎、

央 宗 姐 妹 和 父 亲 桑 杰 曲 巴 的 坚 定 信

仰。他们在深山密林里、雪峰草原上，

为国守边几十年如一日。

玉 麦 曾 被 称 为“ 中 国 人 口 最 少

乡”。长期以来，只有他们父女三人生

活在这里。除了放牧，一家人生活中最

重要的事是升国旗。

站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桑杰

曲巴告诉姐妹俩：“这就是国家，有国才

有家。”

正是在这平凡的岁月中，姐妹俩像

父亲一样，把忠诚镌刻在心头：“玉麦是

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再苦再累也

要守好祖国每一寸土地。”

国强才有民富，国家安宁才有万家

幸福。

群山环抱中的日喀则市亚东县仁

青岗村，一栋栋错落有致的二层藏式楼

房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条

山间小道，从村口蜿蜒穿越原始森林、

乱石峭壁，道路尽头是“云中哨所”——

詹娘舍。

仁青岗村达吉、次仁曲珍和普赤 3

名藏族老阿妈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风

雪无阻为部队官兵们送菜、送信。

边防战士守护国家，边民群众守护

战士。鱼水情深四十载，绵绵不绝谱新

篇。如今，仁青岗村里为边防哨所送菜

的村民越来越多。

兴边：一山一水都是家园

西藏林芝市米林县南伊珞巴民族

乡琼林村，崇山密林环绕的牧场上鸟语

花香，一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牧屋引

人注目。

西 藏 和 平 解 放 前 ，珞 巴 族 群 众 在

峡谷密林中靠游猎为生，用竹子搭起

简易小牧屋临时居住。西藏民主改革

后，他们走出原始丛林，迁居到河谷台

地，逐步过上了现代生活。小牧屋作

为游猎生活的记忆被保留下来，是珞

巴族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薪火相传、保

家卫国的见证。

升一面国旗，守一方疆土，造福万

千群众。

亚夏是土生土长的琼林村人，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她组织村里部分妇女办

起了“珞巴织布农牧民合作社”，带动了

村集体经济发展。亚夏说：“村民的钱

包鼓了起来，优秀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

保护和传承。”

琼林村拥有密林雪山、高原草甸等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村党支部带领

群众投身生态旅游产业发展，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超过 500 万元。

边境兴则边民富，边民富则边防固。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加快推进边境

小康村建设，喜马拉雅深山里一个个偏

远闭塞的乡村焕然一新，变身一颗颗

“边疆明珠”。截至 2021 年底，西藏 620

多个边境小康村全部建成。

强边：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

“以前骑马很慢，现在骑摩托车快

多了。”西藏日喀则市萨嘎县昌果乡腼

腆的基层党员石觉塔布说起自己心爱

的摩托车，一下子变得健谈。

昌果乡是边境乡，平均海拔有 5300

多米。20 年前，随着摩托车在昌果乡草

原上开始流行，当地也出现了一支特别

的车队。10 位牧民自发成立了摩托车

巡逻队，石觉塔布成为这支车队的队长。

自此以后，昌果乡就多了一道风景，

一条条由车辙碾出的小路，蜿蜒在人迹

罕至的沟壑和山梁上。不论刮风下雨，

还是大雪遍野，摩托车队都在一百多公

里的边境线上巡查，守护家园的平安。

每次石觉塔布都骑着摩托车第一

个出发，车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在风

中猎猎飞扬。

石觉塔布一工作起来就忘了家，他

觉得对不起妻子和女儿，但妻子对他

说：“你为国家守边巡逻，就是保护我和

孩子。”

“没有国，哪有家？”石觉塔布说，有

了家庭的支持，守边就更有动力了。

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距离

拉 萨 市 2000 多 公 里 。 这 里 平 均 海 拔

4100 米，雪峰耸立，山高谷深。

“有没有人越界，有没有牛群跑到

我们牧场，村里的牦牛去了哪儿……都

是放牧要注意的事。”楚鲁松杰乡巴卡

村群众索朗多杰说，“我们的脚下就是

祖国，我们永远在这儿！”

风 雪 边 关 写 忠 诚 ，家 国 情 深 展 担

当。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以忠诚和坚守，

在祖国边境一线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

钢铁长城。

（据新华社拉萨 7月 2日电 记者

沈虹冰、翟永冠、白少波、陈尚才）

风雪边关写忠诚 家国情深展担当
——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守边固边风采录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是 最 大 的 人 权

（上接第一版）

“作为海军精锐作战
力量，向科技要战斗力是我
们一以贯之的奋斗方向”

和军港码头的忙碌相比，该基地综

合模拟楼的声纳听音训练室内格外安

静。一排排计算机、模拟器整齐排列，官

兵们正紧张进行声纳听音识别训练。

“2018 年 6 月 11 日下午，习主席视

察时在这里现场出题抽考，官兵们踊跃

作答，看到一名战士报出的答案准确无

误，习主席竖起大拇指为他点赞。”听音

训练负责人、该基地声纳业务长张友奎

向记者讲述当时情景时，眼神里透着光。

深海潜行，声纳是潜艇的“眼睛”，但

海上态势复杂多变，声音信息中混杂着

海浪、生物和各种航船的噪音，声纳兵快

速准确识别判断噪音信息，是潜艇先发

制敌的关键所在。

“ 那 天 ，习 主 席 随 机 提 问 、随 机 点

名，我在一旁既兴奋又紧张，但对官兵

的训练水平我是充满信心的。”张友奎

说，这些年，为进一步提升声纳兵的听

音 识 别 能 力 ，他 带 领 团 队 成 功 研 发 出

“声纳听音训练系统”，从“专业技能基

础训练”“海上演习演练成果交流”“行

业专家答疑解惑”3 个方面，全面锤炼声

纳兵业务能力。

“习主席的点赞，更加坚定了我们向

科技要战斗力的决心。”张友奎和团队紧

盯科技前沿，大胆革新水声专业训练模

式、搭建水声环境数据库，研发出具备自

动识别能力的“智能声纳兵”，目标识别

更快速、更精准，多次在实战运用中经受

住检验。

某艇员队执行某项攻防演训任务

时，一个微弱声音信号引起声纳操纵长

丁瑞斌的警觉。信号强度很弱，听音特

征不明显，但谱图特征显示并不是普通

的商船渔船信号。他一边在脑海中快

速搜索，一边将耳机中的噪声信号导入

“智能声纳兵”。通过交叉比对，他很快

锁定答案——“疑似对方潜艇”！最终，

丁瑞斌所在艇占据先机、一击制胜。

“习主席在今年开训动员令中强调，

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

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

力推进科技练兵。作为海军精锐作战力

量，向科技要战斗力是我们一以贯之的

奋斗方向。”该基地领导坚定地表示，牢

记领袖嘱托奋楫前行，已成为基地官兵

的自觉行动。

走出该基地综合模拟楼，记者回望

军港码头，潜艇已悄然出航。远眺海天

尽头，记者仿佛看到，新时代潜艇兵正

驭鲸逐浪，在远海大洋勾勒出一道壮美

航迹……

才溪镇位于福

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西北部，毛泽东同志

曾在这里写下著名

的《才溪乡调查》。

多年来，才溪镇发

挥红色资源优势，

依托优良自然环境

和特色产业，推进

美丽乡村和红色景

区建设，才溪镇的

基础设施取得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这

是 6月 28日拍摄的

才溪镇景观（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家门口的球场变多了，街边的公园

更美了，长期存在的违建拆除了，多年的

断头路打通了……近两年来，河北省石

家庄市民看到发生在身边的可喜变化越

来越多，获得感也越来越强。

临近傍晚，石家庄市长安区智慧体

育公园里，已有许多居民前来纳凉、健

身。“以前，我们这一带的公园、绿地等

公共服务设施相对稀缺，附近缺少活动

场地，现在，新建的公园功能设施齐全，

吃过晚饭来打打球，走走路，出出汗，感

觉很舒服。”前来锻炼的市民张恩茂说。

新近建成开放的智慧体育公园占地

约 70 亩，配有 2 个标准化篮球场、3 个半

场篮球场、2 个网球场、9 张乒乓球桌，设

有趣味健身区、儿童活动区、老年活动

区，还有 800 米环形跑道和 350 米慢走步

道。若不是公园里保留下的老厂房和其

他工业遗迹，很难想象这里原是石家庄

煤炭机械厂搬迁后的废弃厂区。

智慧体育公园是石煤机城市更新项

目先期投用的一个板块，这个项目杜绝

高强度房地产开发，专门拿出 60％以上

的地块规划建设工业遗址保护区、公建

配套区、现状保留区等功能分区，优先保

障公服设施用地，努力变“工业锈带”为

“生活秀带”。

近年来，石家庄市确立了在二环内

做“减法”、二环外做“乘法”的城市建设

新理念，强化容积率刚性管控，深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按照“缺什么

补什么”，不断完善城市载体功能。

石 家 庄 市 推 动 实 施 总 投 资 超 过

1600 亿元的 40 余个城市更新项目，将存

量土地和拆违腾空土地，优先用于补充

文化体育、教育医疗、休闲养老、公园绿

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在给开发强度做“减

法”的同时，努力为民生做“加法”。

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民发现，路边、

街角、公园旁多了很多球场，这些球场因

地制宜，随形就势，有的虽然只有半块场

地，有的尺寸不规则，但并不妨碍市民锻

炼的热情。

痴迷篮球运动的石家庄市第十一中

学学生邵诚博，经常约上几个同学，来到

位于桥西区中华南大街与裕华西路交口

东北角的万象天成街头篮球场打球。他

们都在附近居住，学校离这里也仅一路

之隔。

“这里场地多，篮网也定期更换，还

能实现全场半场自由选择，晚上还有照

明灯光，体验感特别好。我们大多是周

末来打球，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来练习的

时间就更多了。”邵诚博说。

在桥西区煤市路社区海棠院小区

南门外新建的门球场里，经常能看到十

几位老年人谈笑风生，挥杆击球，68 岁

的张晓山老人时常约老朋友一起来锻

炼。他说：“场地里草坪质量好、平整度

高，防雨防晒设施齐全，四块场地连成

一片，可以说是专业级的场地了，我们

都很喜欢。”

煤市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康乐介绍，

以前，这片场地是杂草丛生的闲置空地，

经常有随意停放的车辆，现在建成了拥

有四个标准化门球场及两个篮球半场的

社区球类综合场地，受到大家欢迎，还掀

起了一股健身热潮。

为加快补齐市民身边的健身设施

“短板”，打造市民家门口的“运动圈”，石

家庄市利用拆违腾退地、公园绿地、街旁

空闲地以及城市广场等，规划建设了一

大批球类运动场地。今年将计划建设

200 个以上球类运动场地，目前已建成

投用 80 多个。

同时，石家庄市还推出一系列改善

民生的新举措：清理规范停车场，大量增

加免费、错时停车泊位；大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让“老”居民也能过上“新”生活；

打通“断头路”，畅通城市运行“微循环”；

全面整治提升小街巷，打造精品街区；拆

除超千万平方米私搭乱建和违章建筑，

维护城市建设秩序和环境……

石家庄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石

家庄市将深入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

功能，继续盘活城市闲置土地资源，利用

拆违腾退地块、国有地块，增绿扩绿，建

设文化体育设施、停车场等民生设施，努

力还空间于城市、还绿地于人民、还公共

配套服务于社会。

（新华社石家庄 7月 3 日电 记者

闫起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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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7 岁的李伟是山东省临沂市

蒙阴县人，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目光炯

炯有神。

6年前，还在上大学的李伟，成为“沂

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团发起人，组织

临沂籍的大学生志愿者向全国高等院校

宣讲沂蒙精神。如今，即将走上工作岗

位，他依然在和一些高校对接宣讲事宜。

“刚上大学时，一提起自己来自沂蒙

革命老区，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你们

那个地方是不是特别穷呀’，大家的印象

不是先烈们的奉献，而是贫穷与落后，我

很想改变他们对沂蒙老区的认识和看

法。”李伟说。

以山东临沂为主要范围的沂蒙革命

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嫂’明德英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

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的故事都发生在

临沂。”李伟决心把红色故事带进高校，让

青年大学生了解沂蒙革命老区的历史。

李伟从高中起就加入公益组织，有

丰富的志愿者经历。萌生了宣传家乡红

色故事的想法后，身边不少学生积极响

应。他们通过老师申请场地，制作宣传

沂蒙精神的纪录片，反复打磨演讲稿，拍

摄微电影、短视频……越来越多学生了

解了发生在沂蒙革命老区的故事，并主

动加入宣讲。

目前，“沂蒙精神百校行”志愿宣讲

团结合思政课、主题党课等形式，已在全

国 70 多个城市、300 多所高校开展宣讲

400 余场，听众累计达 4 万余人，志愿者

成员达到 500 多人。

宣讲团成员身上，有着沂蒙山区人

朴实、开朗的独特气质。带有老区标签

的他们，以青春的视角和语言，为年轻人

和红色故事之间架起一座桥。

宣讲团如今已走进 300多所高校，李

伟的“小目标”已经完成。“虽然我已经毕

业，但宣讲活动不会停止。宣讲团的下一

个目标是把沂蒙精神带进1000所高校。”

沂蒙精神并不遥远。从“红嫂”后代

到青年大学生，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沂

蒙精神，经过一代代人的弘扬，历久弥

新、绽放光芒。这是青春的接力，更是信

仰的传承。

（据新华社济南 7月 3 日电 记者

杨文）

“把沂蒙精神带进1000所高校”

我 们 的 新 时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