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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 月 1 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互致贺信，
祝贺两国建交45周年。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美建立外交
关系是两国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大
事件。45 年来，中美关系历经风雨，总体
向前发展，不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

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充分证明，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两个大国的
正确相处之道，理应成为新时期中美双方
的共同努力方向。

习近平指出，我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
会晤，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双方要认
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
以实际行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
持续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愿同拜登总统共同
努力，继续为中美关系把舵领航，造福中
美两国和两国人民，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事业。
拜登在贺信中表示，1979 年建交以

来，美中之间的联系促进了美国、中国和
全世界的繁荣和机遇。我致力于负责任
地管理这一重要关系。我期待在我们的
前任们以及我们多次会晤和讨论取得进
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美中关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致贺信
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

（上接第一版）总书记勉励现场建设
者：“这是百年不遇的历史机遇，你们承担
着重要的历史任务，要努力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任务。以高
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2023 年 12 月，开局之年的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举世瞩目。

波澜壮阔的发展实践中，我们党深化
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

“五个必须”：
“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

的硬道理”“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必
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
互动”“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
大的政治”。

中国经济是一艘巨轮，体量越大，风
浪越大，掌舵领航越重要。

塑造发展新优势，牢牢抓住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这个关键，以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创新——

“新质生产力”——2023年 9月，习近
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这
一重要论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深刻阐
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
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
级构筑竞争新优势，使高质量发展更多依
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这一年，从实验室、研究院、科学城，
到制造业企业、产业园、工业园区，习近平
总书记国内考察始终聚焦科技创新，一次
次深入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方，多次强调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之于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意义，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如何
深度融合、转化为发展新优势深入调研、
谋划部署。

抓住关键，化危为机。这一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等“新三样”表现抢眼，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等科技新赛道处在世界第一
梯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阶段……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加速融合，迸发强大活力。

开拓发展新空间，更好统筹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畅通中国经济
大循环——

“总书记好！”“欢迎总书记来义乌！”9
月 20 日上午，义乌国际商贸城内，掌声、
问候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调研，同商
户、小企业主亲切交流。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绍兴”“内蒙古”“约旦”……
“我来自尼泊尔。”一位客商走上前

来，用中文介绍自己。
“欢迎你，来采购什么商品？”总书记

问。
“想到的都买得到，想不到的也买得

到！”听到他的回答，大家都笑了。
小商品闯出了大市场、做成了大产

业。总书记希望商贸城再创新辉煌，为拓
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作
出更大贡献。

新空间，来自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
产能力优势结合释放的巨大潜能。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消费和投资良性循环，供给和
需求有效对接……总书记高度重视增强
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聚焦制
约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矛盾和问
题开药方、解难题。

新空间，来自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
展释放的广阔纵深。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
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
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
用。”初冬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
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实
施5周年之际，提出新的要求。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时代推
动东北全面振兴、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围

绕区域发展多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既
有一以贯之、不断深化的工作部署，也有
着眼新发展、拓展新空间的长远考量。

激活发展新动力，用好关键一招，以
更大决心和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10周年。习近平总书
记南下广东考察时深刻指出：“中国的改革
开放政策是长期不变的，一以贯之的。”

回京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
二十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着重强调：“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作为稳大
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把准方
向、守正创新、真抓实干，在新征程上谱写
改革开放新篇章。”

走稳改革之路，扩大开放之门。
这一年，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基

本完成，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署加快金融
强国建设，有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
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出台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构建房地产发
展新模式……

这一年，发布稳外资 24条政策措施，
在 5 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试
点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贸试
验区升级扩容至 22 个，宣布全面取消制
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

砥砺奋进，春华秋实。
2023年，面对并不比疫情三年少的压

力挑战，中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
全良性互动，推动经济整体好转、回升向
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
满实现，经济预计增长 5.2%左右，国内生
产总值超过 126 万亿元。中国仍是全球
增长最大引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三
分之一。

担负新的使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

北京中轴线，“文化之脊”历久弥新。
北延长线上，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建筑独具
匠心，硕大的篆书“史”字高悬其上。

2023 年 6 月 2 日，在这里召开的文化
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贯古通今、指引未来——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
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扬帆起航的关键时刻，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新的文化使命”，
发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
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定文化坐标、
高擎精神旗帜。

纵览人类历史，一个文明根本的转
型，是文化的转型；一个文明真正的新生，
是文化的新生。

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新征程审视
中华文明，从中华文明的赓续弘扬观察中
国式现代化，得出深刻结论：“中国式现代
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
文明重焕荣光。”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遍
及全国：山西运城博物馆、中国国家版本
馆中央总馆、中国考古博物馆、三星堆博
物馆、陕西汉中市博物馆、浙东运河文化
园、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江西
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通过深入的考察调研，习近平总书记
对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进行着深邃思
考和长远谋划。

金秋十月，首都北京，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

与以往相比，这次会议的名称首次增
加了“文化”二字。会议正式提出习近平
文化思想，在全党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

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
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习近平
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做好新
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
行动指南。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革命文化的刚健激
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兴盛在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融为一体，神州大地处处勃
发着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以文铸魂，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北京燕山脚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

总馆掩映在青山茂林之中。中华文明历
经沧桑留下的古老典籍，在此“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

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一番话犹
在耳畔：“我们的文化在这里啊！是非常
文明的、进步的、先进的。将来传下去，还
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

在对中华文明作出五个突出特性“精
准画像”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
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的“内在基因”，指出“中华文明历
经数千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
衰，这是人类文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
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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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文化自信，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史，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
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
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也为充分运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
理论和制度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

以文赋能，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7 月 6 日上午，正在江苏考察的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

展板上，一幅刻制于南宋年间的《平
江图》，清晰展示着古苏州的平面轮廓和
街巷布局。如今的姑苏古城，依然与《平
江图》里的整体布局基本一致，古老与现
代在此交融共生，绘就一幅独特的江南水
乡画卷。

“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
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
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
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023年全国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
团审议时，专门提出一个课题：“文化很发
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
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

文化让经济拥有更深厚的底蕴，经济
让文化创造更多元的价值。在习近平文
化思想指引下，各地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现代
化道路中厚植人文底色，在人文与经济的
良性互动中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

以文化人，精神伟力更加磅礴——
冬日，阳光铺洒在江苏盐城市建军东

路新四军纪念馆，主展馆正门上方的
“N4A”臂章图案分外醒目。

弹孔累累的旗帜、锃亮的军号、满是
补丁的军服……在这座全面反映新四军
历史的综合性纪念馆，每一件静静陈列的
文物，都是光辉历史的见证。

12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结束对
上海的考察返京途中，专程来到这里参观。

“新四军的历史充分说明，民心向背
决定着历史的选择，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说，“这是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
材，要用好这一教材，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传承发扬不怕困难、不畏艰险，勇于斗争、
敢于胜利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把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
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
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以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培根铸魂、启智润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汇聚起自信自强、勇毅前行的磅礴力量。

坚持人民至上——“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东北平原，银装素裹。
黑龙江尚志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厚

厚的积雪映着袅袅炊烟。村民杨春贵家
的砖房已整修一新，炉子里柴火噼啪作
响，屋子里暖意融融。

2023 年 7 月底 8 月初，华北、东北、黄
淮等地出现极端降雨，引发洪涝和地质灾
害。习近平总书记密切关注灾情，持续指

导救灾工作。
9 月初，总书记专程来到龙王庙村察

看灾后恢复重建和群众的生活保障情
况。从外屋转到里屋炕边，总书记把杨春
贵家受损的房子里里外外仔细看了一遍，
同他亲切交谈、嘘寒问暖。

房子热了，心里暖了。
这个冬天，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到

甘肃积石山 6.2 级地震，习近平总书记时
刻牵挂人民群众冷暖安危，第一时间作出
重要指示，全面部署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
工作。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初心
如磐。

“现代化不仅要看纸面上的指标数
据，更要看人民的幸福安康”——

11 月 29 日，上海市闵行区新时代城
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新上海人郑岚予
和母亲在租住的两室一厅里迎来习近平
总书记。

“租金贵不贵？”“不贵，住得很舒服。”
回答总书记的问题，郑岚予笑容灿烂，“感
谢党和政府，让我在上海有了一个家。”

总书记又接连走进两间宿舍型租赁
房，倾听护理员、保安等基层一线劳动者
讲述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

“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要践行人民城市
理念，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的多样
化、多元化需求，确保外来人口进得来、留
得下、住得安、能成业。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
代化。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以
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聚焦加快建
设教育强国，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稳就
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

一年来，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
事不断融入党和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现
代化建设更好回应了人民群众各方面诉
求和多层次需要。

“中国式现代化既要有城市的现代
化，又要有农业农村现代化”——

广西来宾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万
亩糖料蔗基地一望无垠。

半个多月前，正值甘蔗榨季，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期间走进甘蔗林。蔗农霍佳丽兴
奋地向总书记汇报，2023 年种了 10 亩甘
蔗，亩产7吨多，预计能收入近4万元。

“除了种甘蔗，平常还有其他收入
吗？”

“我和爱人农闲时在家附近的木板厂
打工，一年能干10个月，每月能挣7000多
元。”

“这么算下来，一年能有 10多万了。”
总书记欣慰地说，祝愿乡亲们的生活像甘
蔗一样甜蜜！

一根甘蔗两头甜。习近平总书记又
来到制糖企业了解甘蔗深加工情况，叮嘱
大家：“农业生产布局关乎发展与安全。
种植面积要稳定，品种、技术也要提高，把
这个特色优势产业做强做大。”

乡村振兴，是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
的重点领域。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全面落实粮
食安全党政同责，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
观，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强化科技和改
革双轮驱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提
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
村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
局，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
科学推进。

2023 年，我国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
高，连续 9年稳定在 1.3万亿斤以上，农民
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广大
乡村展现一幅幅新图景。

“让各族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
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浙江考察的
第一站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是共同富
裕示范村。

村广场“共富市集”上，“90后”返乡大
学生方天宁告诉总书记，自己发动 30 多
名村民编织竹篮，可为他们每人每月增收
2000元左右。

习近平总书记高兴地说，乡亲们要努

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奔向共同富裕，从推动协调发展解决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到进一步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总书记指明方向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

“从全国来看，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最艰巨的任务在一些边疆民族地区。
这些边疆民族地区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不能掉队。”

“确保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过上幸福生活，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底线任务。”

庄严承诺，矢志不渝。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执政

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让人民群众幸福起
来。”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人民至上的真谛。

携手开创未来——“努力以中
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
新机遇”

环顾全球，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
新的动荡变革期。新的征程，新的使命，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肩负更加积极主动的
历史担当。

一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4 次出访，在
国内数十次会晤到访的各国各界人士，主
持或出席中国—中亚峰会、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主场外交活
动，并在年底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作了
全面部署。

把握大势，开创崭新局面——
“你的访问开启了中洪关系新的历史

篇章。”2023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热
情迎接首度访华的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3月，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中
国同洪都拉斯签署中洪建交公报。至此，
中国已同 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朋友
圈再次扩大。

备受关注的“一来一往”，彰显经受住
风浪考验的中俄关系：

3月，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习近平总
书记首访来到俄罗斯，拉开 2023 年元首
外交新帷幕。10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华
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习近平总书记说：“2013年至今的十年
里，我们先后 42次会晤，建立了良好的工
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双方坚持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
第三方原则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双边关系，
树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典范。”面对瞬息万
变的国际形势，中俄两国永做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的意愿坚定不移。

举世瞩目的元首会晤，凸显做好“最
大发展中国家与最大发达国家如何正确
相处”必答题的责任担当：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美方在落实巴厘
岛共识上出现严重“行动赤字”，导致中美
关系出现新的困难。新的历史时期，中美
关系去向何方？

11月 15日，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中美
元首会晤。会谈、午宴、散步，全程使用同
传，两国元首扎扎实实谈了 4个小时。午
宴前，美国总统拜登特地向习近平总书记
展示了手机里的一张照片。那是 1985年
任正定县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到旧金山
访问在金门大桥前的留影。“您一点都没
变！”拜登总统说。现场响起一阵轻松愉
快的笑声。

“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
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
甸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中美两国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历史和现实逻辑。

“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
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在历史关
头，习近平总书记推动中美关系稳下来、
好起来。

意味深长的特殊安排，体现推动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

4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同法国总统
马克龙在广州举行非正式会晤。古琴演
奏《流水》余韵悠长，深深打动了马克龙。
马克龙现场询问乐曲名称，并请工作人员
记录下来。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这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同欧方领导人

频密互动，明确指出，在当前动荡加剧的
国际形势下，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

界影响。
同各国政党领袖“云”聚一堂、接受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授予的“南非勋章”、
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手拉手并肩迈
步……走过 2023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国广交深交朋友，不断书写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的新篇章。

胸怀天下，共享发展繁荣——
“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

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

10 月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
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赢得广泛共鸣。

“我必须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连续三次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10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在各方的共同
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
国际实践，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

中国和印尼共建雅万高铁，让东南亚
有了高速铁路；中老铁路助力老挝实现从

“陆锁国”到“陆联国”；中欧班列1月至11
月累计开行 16145 列……“共建‘一带一
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彰显“为天下谋大同”
的大国胸襟。

立己达人。中国始终把中国人民利
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紧紧相系——

5月初夏，古都西安，中国－中亚峰会，
党的二十大之后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习近平总书记同中亚五国元首种下6棵寄
托着美好期待的石榴树，共同展望明天；

7月盛夏，成都大运会。青春盛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以团结的姿态应对全
球性挑战”；

9 月仲秋，杭州亚运会。习近平总书
记宣示“以体育促和平”“以体育促团结”

“以体育促包容”……
国际媒体评论，2023年是属于中国的

“盛会之年”。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
全球化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博鳌亚洲论坛，发出“团结合作迎挑
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强音；新冠疫情之
后，进博会首次全面恢复线下办展；举办
首届链博会，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主动担当……

在世界经济低迷背景下，中国仍是促
进全球发展的“主引擎”。

应变解困，彰显大国担当——
11月 21日，金砖国家领导人一场“云

聚首”牵动世人目光。彼时，新一轮巴以
冲突已造成上万人伤亡，民众祈盼止战与
持久和平。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性的国
际和会，凝聚国际促和共识……”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停火止战等主张，以正义之
声、和平之声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希望。

这一年，越来越多中国智慧、中国理
念、中国贡献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光彩——
是中国，成功促成沙特、伊朗在北京对话
并恢复外交关系；是中国，和其他金砖国
家一道，积极推进金砖扩员；是中国，在11
月主持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
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让世界文明百
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中国式现代
化带给世界的是和平而非动荡，是机遇而
非威胁。不论新朋还是老友、远亲还是近
邻、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目共睹。

“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
议”“愿同中方密切在联合国、金砖机制等
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协作”……外国政要在
不同场合纷纷表达赞许和钦佩之情。

在世界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关头，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在国际社会上愈加显示出强
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引领力。

大道如砥，壮阔无垠。
2024年，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成立 70 周年，实施“十四五”
规划进入关键一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任务艰巨，前景壮阔。让我们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爬坡过坎、攻
坚克难，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记者张旭东 张
晓松 赵超 林晖 朱基钗 安蓓 孙奕）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强调，新时期新
形势下，中国党和政府始终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看待中朝关系，维护好、巩固好、
发展好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是我们坚
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
国建交75周年暨“中朝友好年”为契机，弘
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交流合

作，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
展，共同谱写中朝友好新篇章，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不断作出
新贡献。

金正恩在贺电中表示，2024 年是朝
中建交 75 周年，具有重要意义。当前
朝中两国各自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国际形势复杂演变。朝中两
党和两国政府将 2024 年确定为“朝中
友好年”，根据时代要求进一步升华发
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人
民的共同期待和愿望。朝中友谊是在
社会主义斗争中建立并巩固发展的。
我坚信，在新的一年，朝中友谊牢不可

破将得到充分彰显。朝中两党和两国
政府将通过举办“朝中友好年”活动，
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往
来，增进友好感情，拉紧团结纽带，在
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共同斗争
中进一步加强协作，谱写朝中关系新篇
章。

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致新年贺电

天安门广场举行元旦升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赵旭

时光叩开 2024 年的大门，与我
们相拥。1 月 1 日清晨，新年第一缕
阳光掠过地平线，升旗号角响彻天安
门广场。7.3万名群众望向天安门城
楼，凝神，屏息，期盼……国旗护卫队
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沿着中轴线，
踏上金水桥，穿过长安街。

为亲眼见证新年第一面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不少观众披着星光，凌
晨一两点就到广场外围等待。

此刻，人们过去一年披荆斩棘的
故事，都化作新一年踔厉奋发的底色。

当国旗升至旗杆顶部，晨光和着
欢呼声，铺满了天安门广场。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广场上，《歌唱祖国》旋律悠扬，
人们共祝祖国繁荣昌盛，祝福彼此顺
遂安康。 据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1 月 1 日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
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