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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近日，

多国政党政要继续致电或致函，热烈祝

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祝贺阁下再

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我期待同阁下

密切沟通与合作，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

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祝愿中华人民共和

国繁荣昌盛。

日本自民党总裁、首相岸田文雄表

示，谨对阁下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致以衷心祝贺。日中两国肩负着维护地

区及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责任。日

前，我同阁下就日中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互致贺电，重温了双方共识。我愿同阁

下加强沟通，向两国民众和国际社会指

明日中关系发展方向，大力推动构建建

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斯 里 兰 卡 统 一 国 民 党 领 袖 、总 统

维 克 拉 马 辛 哈 表 示 ，衷 心 祝 贺 中 共 二

十 大 胜 利 闭 幕 ，祝 贺 您 再 次 当 选 中 共

中央总书记。期待斯中两国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

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主席、总统

拉赫蒙表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充分证明您拥有崇高威望。中共二十大

所作决策将引领中国不断前行。我愿同

您共同努力，促进塔中关系不断拓展和

深化。

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主席、总统纽

西表示，坚信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英明领

导下，中共二十大决议将得到有力落实，

不仅增进中国人民福祉，也将更多造福

全人类。

委 内 瑞 拉 统 一 社 会 主 义 党 主 席 、

总统马杜罗表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肩负引领中国实现更高水平发

展 的 重 任 ，体 现 了 中 国 人 民 对 您 的 信

任。委统社党和委人民愿同兄弟的中国

人民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表

示，在您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成就。期待同您共同努力，将乌中互

利关系提升至更高水平。

伊朗总统莱希表示，热烈祝贺阁下

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衷心祝愿您

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新的宏伟目标，开辟

更加光明前景。

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表示，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不断前进的引领者。您再次

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充分证明了您在

中国人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柬埔寨人民党主席、政府首相洪森

表示，在阁下英明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

坚信，阁下的远见卓识和实干精神必将

引领中国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顺利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期待同阁下

保持密切合作，推动柬中关系和命运共

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古人民党主席、政府总理奥云额

尔 登 表 示 ，祝 贺 您 再 次 当 选 中 共 中 央

总 书记。中共二十大擘画了中国未来

发展蓝图。相信在您领导下，中国共产

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胜利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

孟加拉国人民联盟主席、政府总理

哈 西 娜 表 示 ，祝 贺 阁 下 连 任 中 共 中 央

总 书记。我们热烈欢迎阁下提出的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衷心感谢

阁下长期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大力支持。坚信在当前这个充满挑

战的时代，中国将继续肩负起维护世界

和平与稳定的重任。

埃塞俄比亚繁荣党主席、总理阿比

表示，祝贺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阁下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卓越

领导人，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期待进

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和繁荣党之间的交

流和合作。

玻利维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主席、

前总统莫拉莱斯表示，玻中两国是守望

相助的兄弟国家。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将有力推动地区力量平衡和多

极化发展。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久加诺夫表示，坚信在您的领导下，中国一

定能在过去十年取得的卓越成就基础上，

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民主党主席

佩鲁阿舍夫表示，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

展成就，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付出的不懈

努力和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发挥的历史性推动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故乡”党主席马特克

里莫夫表示，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

下，中国必将实现进一步繁荣发展。

土库曼斯坦民主党主席谢尔达罗

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中国

共产党将带领中国在发展国民经济、建

设和谐社会、推进伟大改革的道路上继

续前行。

巴西劳工党主席霍夫曼表示，相信

您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将引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

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

希拉勒表示，欣闻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我 们 谨 表 示 热 烈 祝

贺。相信习近平总书记将领导中国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中国实现更大进步

和繁荣。

此外，发来贺电贺函的还有伊拉克

爱国联盟主席、前政府总理阿拉维，罗马

尼亚亲罗马尼亚党主席、前政府总理维

克多·蓬塔，白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主席盖

杜 克 维 奇 ，布 隆 迪 保 卫 民 主 全 国 委 员

会－保卫民主力量总书记恩迪库里约，

南苏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临时总书记拉

姆，肯尼亚“团结纲领－一个肯尼亚联

盟”全国执行书记图朱，南非非国大前副

主席、前总统莫特兰蒂等。

多国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 10 月 25 日宣

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于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2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将访华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5日电 （记

者温馨）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5 日强

调，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容挑战，一个

中国原则不可撼动，中国完全统一一定

能够实现。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51 年 前 的 今 天 ，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第

2758 号决议，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在国际上代表包括台湾在内的

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段时间以

来，美国一些势力散布“联大第 2758 号

决议未解决台湾地位”的谬论，企图助

台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发言人对

此有何评论？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不仅从政治

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

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

的代表权问题，而且明确了中国在联合

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一个中国原则成为

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彻底封堵了任何人、任何国家、

任何势力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

一台’的空间。台湾没有任何根据、理由

或权利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只有主权国家

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汪文斌说。

“近年来，美方一些势力恶意曲解

联大第 2758 号决议，散布‘2758 号决议

未解决台湾地位’的谬论，炒作所谓‘台

湾参与联合国系统’，试图虚化、掏空一

个中国原则，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

动，给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负面影

响。”汪文斌指出，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

径，注定遭到国际社会普遍抵制和反

对，也注定会在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

大能力面前折戟沉沙。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挑战
中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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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认真梳理汇总，按照尊重原意、分类整合、突出重点、

简洁凝练的原则，摘编具有建设性、代表性的意见建议 1675

条，并印发文件起草组全体同志，各小组结合本组负责起草的

有关部分范围，逐条研究相关建议，提出吸收意见的建议。

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开诚布公、畅所欲言。

6 月 9 日、8 月 18 日、8 月 23 日、8 月 26 日、8 月 29 日，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在成都、沈阳、北京主持召开五场党的二十大报告

起草和党章修改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 31 个省区市党政

主要负责同志、解放军各大单位和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7 月 4 日至 5 日，文件起草组召开四次党的二十大重点课

题调研成果汇报会，分别听取了 48 个调研组围绕 23 个重点课

题开展的调研成果汇报。

7 月 1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

报告送审稿。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赞成报告稿的框架思路、

内容结构、重大思想、主要提法，认为报告稿立意高远、视野宽

阔、亮点很多，思想性、理论性、战斗性都很强，并对修改完善

报告稿提出了重要意见。

7 月 2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稿，常

委同志一致同意关于报告稿的修改建议。

7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审议党的二十大报告送

审稿。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赞成报告稿。

8 月 4 日，中央办公厅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通知，就党的

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在党内一定范围组织讨论、征求意见。

8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

取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对党的二十大报告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到 9 月 1 日，经统计，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108 个单位在征求 4700 余人的意见基础上提交了书面意见，党

外人士提交了 10 份书面材料，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共提出修

改意见 1570 条，扣除重复意见后为 1435 条。其中原则性修改

意见 173 条，具体修改意见 1262 条。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文件起草组还吸纳了

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对报告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对于这些意见和建议，文件起草组认真研读党的重要文

献，参考各方意见，召开多轮工作会议仔细研究，反复讨论斟

酌，持续滚动更新提炼有关新提法、新举措、新行动清单，到 9

月 9 日起草组 5 个小组分别召开了 13 轮工作会议。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完善残疾

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用好红色资源……不少意

见和建议得到采纳，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截止到提交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审议，文件起草组对党

的二十大报告稿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 260 处，覆盖各方

面意见和建议 269 条。

9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第三次审议党的二十大

报告送审稿，要求文件起草组根据会议审议意见，抓紧修改报

告稿，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9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二次审议报告送审稿。中央

政治局委员听取了文件起草组关于研究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

修改报告稿的情况汇报，审议了报告送审稿，准备提交党的十

九届七中全会审议。

9 月 26 日、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党的二十大关于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报告的决议稿。

10 月 9 日，党的十九届七中全会召开。文件起草组全体同

志认真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建议，对报告稿进行完善修改。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上，一份份凝聚全党意志、

体现人民意愿的二十大报告醒目地摆在了 2300 多名代表和特

邀代表的座席前。

党的二十大代表由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选举产

生，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对各行各业、各个方面的

党员意愿、群众诉求有着深刻了解。大会召开前，代表们通过

不同方式，听取了所在选举单位对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意见，并

把他们的期盼和愿望带到大会上来。

10 月 17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

团讨论。代表们结合实际工作，对报告发表意见。会场内，气

氛热烈，凝聚着共识，升腾着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党和国

家事业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

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

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过去 5 年工作和新

时代 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

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

党的二十大召开期间，根据各代表团和列席人员讨论反

馈的意见，对报告稿又作出了修改。

海纳百川，气象万千。各方面各领域的智慧和力量广泛

凝聚，全社会全民族的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

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过程，真正成为坚持走群众路线、充

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过程，成为深入调查研

究、总结实践经验的过程，成为充分解放思想、广泛凝聚共识

的过程。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宣示新时代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引领亿万人民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 月 22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隆重举行。

熠熠生辉的党徽下，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党的二十大报告

通过。

万人大礼堂内，这个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澎湃

着自信自强的跃动脉搏，昂扬着奋发奋进的崭新气象。

新征程，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分 3 个板块，15 个部分，3 万余字的篇幅

中含有 300 多个新提法。第一板块包括导语和第一至第三部

分，是总论；第二个板块包括第四至第十四部分，是党和国家

各方面事业部署的展开；第三板块包括第十五部分和结束

语。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

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指明了前

进方向、确立了行动指南。

这是一份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深刻昭示未来的郑重宣

示——

过去五年和新时代以来的十年，在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

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要意

义，至为重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概述五年来党和国家工作的基础上，

以“3”+“16”+“4”的结构，全面回顾总结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

伟大变革。

3 件大事彪炳史册：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16 个方面和工作成就非凡卓绝：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作出科学完整的战略部署……报告总结了 16 个方面的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4 个里程碑意义启迪未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

加坚强有力；中国人民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

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

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事非经过不知难，成如容易却艰辛。

二十大代表在讨论报告中纷纷表示，新时代伟大变革中，

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在风云变幻中

举旗定向、掌舵领航，在大战大考中指挥若定、运筹帷幄，在惊

涛骇浪中力挽狂澜、砥柱中流，充分彰显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不愧

为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号巨轮的掌舵者、领航人。

事实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时间铭记，大地见证。“两个确立”已经成为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的高度共识和共同意志，已经写在了新时代的伟大

征程中、写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坎上，是党应对一切

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这是一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纲领性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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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旗帜鲜明作出这一新表述。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进行集中阐述，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回答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报告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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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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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0 个写

入报告、体现着中国人民“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

主干词格外抢眼，蕴含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智慧，同科学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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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例证，彰显着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释“两个结合”，指明了推进党的

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揭示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之树常青的奥妙所在。实践证明，“两个结合”做得越好，理论

创新之源就越丰富，理论创新之力就越强劲。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

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报告提出“六个坚持”，即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

下。这是我们党首次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

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正确路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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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揭示了这一思

想根本的政治立场、彻底的理论品格、独有的精神气质、科学

的思想方法，为把握好、运用好这一科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进

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供了“金钥匙”，为继续推进

党的理论创新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

“六个坚持”构成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贯穿体

现在“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全部内容

之中。把握运用好“六个坚持”，就能更好地领会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

更好地把这一思想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修养、理论素

养、道德修养和履职尽责的本领。做到了“六个坚持”，我们对

真理的认知就会更加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就会

更加显著，就能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这是一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

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立足“两个大局”，擘画复兴伟业。

报告在进一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同时，令人

瞩目地提出九条本质要求和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条

重大原则。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的重大论

断，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旨归意义、目标任务、实

现途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实践指引、光明前

景，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

度，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丰富和发展，是对西方现代化理

论的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

色。”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

伟蓝图，在这一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作出进一步科学谋划，提出了 2035 年我国发展的

总体目标，明确“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等目标；

报告明确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

的关键时期，提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全过程人民

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增长和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国家安全更为巩固”等主要目标任务。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在对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全面部署的同

时，报告对教育科技人才、依法治国、国家安全三方面工作单

列部分进行安排，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式现代化规律性认识

的深化，彰显了抓关键、补短板、防风险的战略考量。

这是一份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时代答卷——

“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

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

味。”习近平总书记话语铿锵。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关键在党。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分析了党所处历史方位、面临形势

任务、党情发展变化，以高度的战略自信、战略清醒、战略自觉

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

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

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要深刻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

期存在，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

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持之以恒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毫不动

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报告从七个方面对党的建设工作作出部署：坚持和加强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

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功能；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坚决打赢反腐败

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一系列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党对严峻复杂考验的清醒认

知，对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

报告指出，要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

治党体系，全面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

提高，使我们党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我们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

强有力，必将立于政治的制高点、真理的制高点、道义的制高

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赶

考之路上考出更加优异的成绩。

这是一份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创造历史伟业的宣

言书动员令——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

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环顾全球，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逆全球化思潮

抬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审视国内，我国发展进入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

前所未有。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

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

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越是艰险越向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贯穿全篇，体现

在标题、主题、导语、正文、结束语各个部分。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

斗出来的”“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注重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干

部”“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

一句句精辟论述，激励全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

领、坚持团结奋斗，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依靠

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旗帜

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伟大奋斗创造百年伟业的中

国共产党，必将用伟大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民族复兴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庄严号召：“全党

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江山壮丽，前程远大，使命催征。

续写新时代十年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党全军全

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埋头苦干、奋勇

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新华社北京10月 25日电 记者张旭东、丁小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