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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9 日晚，人民日报社报告厅
内，暖意融融。“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
盟主办、理事长单位人民日报社承办的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第二届理事会
议在这里举行。来自23个国家的38家理
事单位代表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参
会，围绕如何更好发挥联盟作用、促进
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主题共叙佳谊、共
商合作、共谋发展。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3年多来，联盟
成员弘扬丝路精神，加强信息交流，讲
述发展故事，增进合作友谊，营造共建

“一带一路”良好舆论氛围，促进了沿线
国家和地区民心相通。会上，首届国际
传播“丝路奖”隆重揭晓。

搭建沟通桥梁，合作
成果显著

3年前，合作的种子播撒，如今团结
合作之树茁壮成长。“一带一路”新闻合
作联盟成员单位秉持丝路精神，发挥媒
体社会功能，推动新闻共享、论坛交
流、访学培训等项目落地，成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人民日报社社长庹震代表“一带一
路”新闻合作联盟理事长单位向会议作
联盟首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庹震说，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
一路’新闻合作联盟为各国媒体提供了
便利的交流合作平台。”如今，联盟已经
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
的重要媒体合作平台，并在扩大成员规
模、夯实基础设施、深化业务合作、拓
展对话机制、创新品牌项目、共筑抗疫
防线等方面取得显著合作成果。第二届
理事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联盟发展进入
新阶段。作为理事长单位，人民日报社
将一如既往，为各理事单位和成员单位
办好事、服好务，与大家一道，不断深化联
盟建设，努力将联盟打造成为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的媒体联通平台，打造成为亲切
友好、温暖和谐的媒体同行大家庭。

“我们不要忘记建立联盟的初衷，即
分享信息、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建设一个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新闻网络。”南非独立传媒集
团非执行主席伊克博·瑟维认为，加强沿
线国家媒体机构合作，有助于传递正确
声音。

阿联酋通讯社中央编辑部主任法赛
尔·巴鲁特表示，阿联酋通讯社使用19种
语言传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生的故事，积
极与联盟成员单位共享新闻素材、交流报道案例，帮助
广大阿拉伯世界民众更客观、准确地了解“一带一路”。

今日白俄罗斯出版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德米特里·茹
克说，今天的世界处在剧烈震荡之中，“一带一路”新
闻合作联盟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让世界看到了平等合
作的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张雷看来，媒体不仅是展示
共建“一带一路”成果的窗口，也是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的桥梁纽带。他表示，“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已发
展为媒体间互联互通、高效合作的重要平台和连接“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全球信息平台，架设起了

“一带一路”沿线民众的“情感丝路”。

打造优秀作品，弘扬丝路精神

会场中间，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奖杯熠熠生辉。
国际传播“丝路奖”是联盟打造的重点品牌项目之

一，已列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
项目清单，旨在鼓励和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新闻媒体机构以及更广泛的力量互学互鉴，弘扬丝路
精神，共同讲述“一带一路”故事，共同传播“一带一
路”声音。

从 2019年底开始征集作品，联盟秘书处共征集到来
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4485个作品和参评对象。经过学术
委员会初评、评审委员会复评、理事会终评等3个环节，最
终《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路向何方》等19件作
品分别获得“深度报道奖”等5类奖项。巴基斯坦“丝路之
友”俱乐部负责人、巴中学会主席穆沙希德·侯赛因·赛义
德荣获特殊贡献奖。

首届国际传播“丝路奖”评审委员会主任、人民日
报社副总编辑方江山介绍，首届“丝路奖”成功评选揭
晓，具有坚持设奖初心，坚持评审过程公开透明专业、

充分体现专业性规范性权威性，坚持开
放性，坚持国际性等特点，有助于吸引
更多媒体、作品、个人共同讲述共建

“一带一路”的奋斗故事、成功故事、幸
福故事、梦想故事，共同谱写“一带一
路”新闻合作崭新篇章。

“要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呈现精彩故
事，展示合作力量，传递人文精神和时
代价值。”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周宗敏表
示，随着“一带一路”辐射力、影响力越来
越强，媒体机构更要用心用情讲好“一带
一路”真实故事，携手推进民心相通。

“巴基斯坦代表获得首届国际传播
‘丝路奖’特殊贡献奖，令我们备受鼓
舞。”巴基斯坦战斗媒体集团总经理萨尔
曼德·阿里认为，“一带一路”新闻合作
联盟有效推动了不同国家新闻媒体之间
的交流与合作，有助于更好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邮报》 总编辑
陶菲克拉赫曼·穆罕默德参加了“丝路
奖”评选工作。他表示，过去3年间，中
国媒体和印尼媒体加强合作，希望借助
联盟平台与全球主流媒体机构建立更多
新闻交流往来。

西班牙埃菲社国际关系部主任埃米
利奥·克雷斯波表示，“一带一路”新闻
合作联盟促进了各国媒体之间的交流合
作，为进一步扩大媒体信息共享与合作
提供了新的契机，能够为受众和相关客
户提供更加优质的媒体服务。

拓展合作空间，共创
美好未来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目前，联盟
已吸纳来自全球101个国家的218家媒体
成为“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正式成
员，覆盖“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
随着传播力、影响力、感召力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国家的主流媒体希望加入
联盟大家庭。

“相信第二届理事会议将带领联盟进
入一个平衡、协调和包容性增长的阶段。”
作为本届理事会议上新增理事单位，古巴
拉丁美洲通讯社社长路易斯·冈萨雷斯表
示，在联盟合作框架下，各国媒体可以建
立更深层次的连接，在优先领域产生协同
效应，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新增理事单位吉尔吉斯斯坦 《比什
凯克晚报》 第一副总编辑妮娜·尼奇博
洛娃对此也感同身受。她认为，“一带

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有助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不仅促进各媒体共享经济报道，还将助力各国文
化交流互鉴。

当前，世界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记录历史、报道
事实、沟通民心，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注入正能量，媒
体责无旁贷。与会机构代表对联盟的未来充满期待，纷
纷表示将在新闻合作联盟平台和框架下，深化各方友好
合作、互利共赢，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多贡献。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机制为应对全球疫
情、气候变化、能源紧缺等全球性挑战凝聚了智慧和力
量。”韩国每经传媒集团执行总编辑、副社长孙显德
说，当下，联盟成员秉持丝路精神，同舟共济，为建设
美好世界砥砺前行。

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表
示，联盟应秉持更高的历史站位与更宽广的全球视野，
找准各方的利益契合点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通过高质
量的报道和解读，做共识的凝聚者，增信释疑。

“只有通过开放、深入、坦诚对话交流，我们才能
加强更广泛、更深层次合作，建立更加牢固的互利共
赢关系。”马来西亚 《星报》 媒体集团首席内容官吴雪
茹说。

两个半小时相聚云端，畅所欲言、意犹未尽。这是
一场积极热烈、充满智慧的交流，一次高效务实、成果
丰硕的会议，一个意义非凡、未来可期的起点。

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于绍良总结“一带一路”新闻合
作联盟第二届理事会议成果，一是坚守联盟初心，当好
和平发展的推动者；二是汇聚联盟合力，当好合作成果
的宣介者；三是丰富联盟项目，当好人文交流示范者。
于绍良表示，期待未来各方共同努力，进一步推动在联
盟框架内的业务沟通、信息共享和行动协调，进一步推
动联盟成员间新媒体合作、人文交流走深走实，不断建
设更紧密的“一带一路”新闻合作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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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同志表示，我们要用现代发展理念指导农

业，抓住当前科技进步的机遇，建立现代生产要素流向
农业的机制，着力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2002 年，科技部在宁夏等西北五省区开展科技特派
员试点；2004 年，科技部、原人事部扩大科技特派员试
点范围……科技特派员制度从地方实践，一步步上升到
国家层面的行动，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2012 年起，科技特派员工作先后多次被写入中央一
号文件。2016 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
员制度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对科技特派员工作
作出制度安排。

高级农艺师刘国英、“榛仙”詹夷生、“葡萄仙”谢
福鑫、“菇王”刘瑞璧、“农民院士”朱有勇……20多年
来，科技特派员的动人故事不绝于耳，他们用科技力量
为百姓推开了一扇扇脱贫致富之门。

电视剧 《山海情》 中有位名叫凌一农的教授，他从
福建来到宁夏教农民种蘑菇脱贫致富，他的原型就是科
技特派员、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

闽宁扶贫协作时期，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亲自点将，派他远赴宁夏传播菌草技术。

1997 年，林占熺团队带着六箱菌草，在宁夏十几个
县建立菌草产业扶贫示范生产基地。食用菌成为当地产
业扶贫的一大支柱产业。

几十年过去，林占熺不仅把菌草技术带到了宁夏的
闽宁镇，还让这株“致富草”“幸福草”推广至全国
500 多个县区，成千上万的农民增加了收入。不仅如
此，林占熺团队还将菌草技术传播至世界上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
年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年来，坚
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队伍不断壮大，
成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者、
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使广
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金秋时节，陕西延安市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山上
苹果园硕果累累，一片丰收景象。

过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陕北老乡们修梯田、种庄稼，
面朝黄土背朝天，抡起老锄头干活，广种薄收，十分辛苦。
如今，山坡上退耕还林种上了苹果，他们通过筑水坝、搞滴
灌和精细化管理，有效解决了用水和灌溉问题。

2022年10月26日，前来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同老乡
们亲切交流。总书记称赞说，这就是农业现代化，你们
找到了合适的产业发展方向。

一项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开花结果，一户户农家
的生活发生幸福变迁，一个个乡村实现华丽蝶变……科
技特派员让科技与农业“牵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
活力、孕育出新的希望。

“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 现 在 全 中 国 都 有 ‘ 科 特
派’。”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南平市考察时
指出，“农业是有生机活力的，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
发展。”

“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
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
实抓好”

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扎根深山 30多年，把太行山区生
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天以上，让140万亩荒山披绿，用科技力量带领10万
农民甩掉了“穷帽子”。

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2016 年 4 月 10
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批示，称赞李保国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
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2021年2月，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为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赵亚夫颁奖。总书记微
笑着勉励他说：“把成绩写在大地上。”

今年已过耄耋之年的赵亚夫，坚持“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几十年如一日扎根老区，走
出了一条丘陵山区“以农富农”的小康之路。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来
到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农业园，同为这个农业园
提供技术服务和领办支持的赵亚夫亲切交谈。

习近平总书记赞扬他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
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赢得了农民群众爱戴，“三农”
工作需要一大批像他这样无私奉献的人。总书记强调，
农业专家的成果就是要体现在广阔的土地上，把科研创
新转化为实践成果。

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广大农民
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应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懂
技术、善经营的高素质农民。四川省“川粮油”科技特
派员、四川农业大学水稻所教授马均长期深入基层，传
播新技术、普及新成果、培育新农民，培养了一大批

“土专家”“田秀才”。

四川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是四川省规模最大
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在永丰村田间地头，
尤其是进入水稻关键生育期，村民经常见到马均忙碌
的身影。

今年 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调研。
总书记走进试验田，察看水稻长势。总书记指出，推进
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
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
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

脱贫致富离不开科技要素保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更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强力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
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务乡
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

目前，科技特派员制度正为乡村振兴注动力添活
力，科技特派员也正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现在，我们正意气风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
态、组织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只要我们不断加大支持
力度、壮大人才队伍、完善组织形式、创新帮扶模式、
提升服务成效、探索长效机制，科技特派员制度定会在
新征程上焕发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让“科技之花”在
希望的田野上更加绚烂。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人民”一词出现170多次。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
产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
放在第一位，这是“我将无我”的崇高境界，这是

“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

无我，是不变本色

“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人 民 的 党 ， 是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党”——10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再到陕北，在延安
安塞区高桥镇南沟村，面对老乡们，总书记语含深情。

在延安插队时，有一篇文章，习近平反复地看，
反复地读。这就是 《为人民服务》。文中写道：“我们
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
利益工作的。”

正是在延安，党的七大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
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人
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后来镌刻在了中南海新
华门内的影壁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属性”“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
求”……

半条被子的故事历久弥新。
2020年9月，正在湖南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

到徐解秀的孙子朱小红家中看望。崭新的三层小楼，
一家人洋溢的笑容，诉说翻天覆地的变化。

“过去红军给了我们半条被子，现在党给我们带来
了幸福日子。”朱小红朴实的话语道出心声。

“共产党人自己有一条被子也会剪下半条给老
百姓……正是这样，老百姓才把共产党看成是自家的
党、老百姓的党。”习近平总书记话语坚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沿着共产
党人的风雨来路，追溯党的初心使命——

2017 年 12 月，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重温“小推车
推出来的胜利”；2021 年 9 月，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
追忆“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2022
年 8 月，在辽沈战役纪念馆感叹“这样的苹果，我
们现在也不能吃”……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
记为什么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饱含深情的话语，深刻
回答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命题，彰显中
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无我，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来看看你们，唠唠家常。”2022 年春节前夕，迎
着飘飘洒洒的雪花，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西段村蔡文
明家。

“养羊收益怎么样”“除了养羊，还种些什么吗”，
总书记和老蔡一家人围坐在客厅，一笔一笔算着收
支账。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唯一选择就是为人民群众做好
事，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拼搏、奉献、服务。”总书记
的话语温暖人心。

10 年前，也是寒冬时节，刚刚就任总书记不久的
习近平，顶风踏雪来到太行山深处的阜平“看真贫”，
发出脱贫攻坚动员令。

两度踏雪，一路为民。
泸定桥上的冲锋，是为了“穷人的天下”；烈士的

慨然就义，是为了建立“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
代替了疾病”的理想国度……百余年来，共产党人一
切“无我”的奋斗与牺牲，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2012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以
这样一番真诚、质朴的话语，为新时代“答卷”起笔。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
十年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访贫问

苦，察民情、听民声、纳民意，只为“让人民的生活
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好”。

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情告白——“我
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
自己。”

不顾病痛缠身、照亮山区女孩求学之路的张桂
梅，拖着“渐冻之躯”、与疫魔斗争的“人民英雄”
张定宇，正值青春年华、将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的驻
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一位位“无我”者的九死不悔，成就“国之大
者”的精彩答卷。

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到 78.2 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从16500元增加到35100元；城镇新增就业年均1300
万人以上；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
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
越，基本养老保险覆盖 10.4 亿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率稳定在 95%……党的二十大报告列出了一份沉甸甸
的成绩单。

党心与民心相通、国策与民意共鸣。哈佛大学肯
尼迪学院连续 10 年在中国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中
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年保持在 90%以上。

“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为人民幸福而奋斗。”
这是一个百年大党披荆斩棘的力量源泉，是一代代共
产党人砥柱中流的信念之基。

无我，是力量源泉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革命圣地延安，见证
一个政党从弱小走向强大，从九死一生走向蓬勃兴
盛。许多人到访这片热土，探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密码。

答案就如这黄土地一般朴实——
曾经，《红星照耀中国》 的作者埃德加·斯诺感

慨：中国共产党总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
今天，走过百年辉煌、执政 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

界最大政党，对此坚定如昔——“前进道路上，无论
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
依托、最强大的底气。”

无我，凝聚磅礴的向心力。
一个14岁的女孩，会有多大的力量？
1949 年 4 月 20 日夜，渡江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

万万没想到，2万多名船工冒死运送解放军过江。年龄
最小的船工便是14岁的马毛姐。

历史清晰地记录这种力量——千钧一发之际，正
是无数“马毛姐”的选择扭转乾坤。

庚子之年，当疫情突然袭来，亿万民众自觉居家
防控，无数社区工作者日夜值守，广大科研人员奋力
攻关，千千万万志愿者默默奉献……“战胜这次疫
情，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是中国人民。”

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
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胜利是靠人民群众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郑重宣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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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我，催生无限的创造力。
4月15日至5月16日，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

求意见活动开展。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相关

工作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人民群众积极
参与下，活动期间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留言超过854.2
万条、2.9亿字。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曾
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监督政
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
党的自我革命。

两个跨越时空的答案，道出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
活力的秘诀所在——

因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愿意开诚布
公，接受人民监督；因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
以才有勇气和底气，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一路走来，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交出了一份又一份
载入史册的答卷。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征程上，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
印，始终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中国共产党
人必将书写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 12月 21日电 记者朱基钗、施雨
岑、任沁沁、张研）

无 我
——从党的二十大看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