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9月25日 星期三
统筹：胡田野 编辑：王梓 美编：杨卫萍 校对：亚丽

A03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我国西北核
武器研制基地上空闪过一道强烈亮光，惊天
动地的巨响之后，巨大火球转为蘑菇云冲天
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
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中国在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东方巨响”震惊了世界。这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重视科学技术、果断决策
的结果，更是凝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智慧
和辛劳的结晶。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
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发展以
“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
任的专门委员会。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全

国“一盘棋”，协同攻关，大大加速了“两弹
一星”研制进程。原子弹研制率先于1964
年实现突破。1966年 10月 27日，我国第
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
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
爆试验成功爆炸，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
氢弹技术的国家。1970年4月24日，我国
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一颗人

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两弹一星”对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如果
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
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
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
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9月 24
日召开会议，审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实施纲要》和《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
院）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爱国主义
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
程。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制定
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
于引导全体人民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会议强调，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
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要
把握时代主题，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梦
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
大热情，凝聚奋进新时代、实现民族复兴
的磅礴伟力。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
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
扎根。

会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是党
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时
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持
党校姓党、从严治校、质量立校。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坚持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主业主
课定位，以培养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为主要目标，发挥干部
培训、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用，

教育学员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充分
认识做好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
性，落实好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加强对
实施《条例》的组织领导。各级党校（行
政学院）要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牢牢把
握党校姓党的办学原则，加强教学科研
和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办学
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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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前进
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4日下午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举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
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沿着党和人民开辟的正确道路
前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于志刚同志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讲解，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
指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安排这次中央政治局集
体学习，目的是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
领导人民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的
历程，总结成就和经验，深入思考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
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
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
为之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
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设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
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
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
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为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

挥了重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
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建
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
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实践证明，我
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
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
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
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
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
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
长期实践检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优
势。70年来，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
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
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

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二是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的优势。我国国家制度深深植根于
人民之中，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
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三是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的优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法
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
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
安发挥了重要作用。四是实行民主集中制
的优势。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
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
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
效率的制度体系，这是我们坚定“四个自
信”的一个基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
也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在坚持
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
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
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
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
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
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
为法律。

习近平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
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
能。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
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
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
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
度权威。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总
结70年来我国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构筑
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
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
撑。要加强制度宣传教育，特别是要加强
对青少年的制度教育，讲好中国制度故事，
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之路，只要我
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就一定能够实
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 “两弹一星”建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