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九届六中全会11.8-11.11召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将提请全会审议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新华社北京 10月 18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8 日召开会
议，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

11月 8日至 11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在党内外一
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

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
改后将决议稿提请十九届六中全

会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
民主、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

各方面意见和建议。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

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各

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和党的十九大代

表对决议稿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赞
成决议稿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

认为决议稿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主
题鲜明、总结全面，同时提出许多很

好的意见和建议。决议稿吸收了各
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会议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

党忠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
壮美画卷，使近代一百多年饱受奴

役和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使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全面迈向现代化，使具有五百多年

历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国家开辟出成功道路，使新

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会议强调，在党的长期奋斗历
程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

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
动革命、建设、改革取得了重大成

就、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
的重大成就、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

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

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
奋，我国国际地位日益巩固，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
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

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

逆转的历史进程。
会议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

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
危，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
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

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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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新城东滩,收割机一字排开

9万亩水稻秋收开镰
    金秋十月，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昨天，在

南汇新城东滩的万亩良田生产基地，6台收
割机一字排开，机器轰鸣声响起……临港新

片区举办秋收水稻开镰仪式，9万亩水稻开
始全面收割。

据介绍，临港新片区拥有耕地 15.8 万
亩，基本农田 9.2万亩，广袤的农田、肥沃的

土壤和较高的栽培管理水平，使当地水稻品

质深受广大市民的肯定。今年，临港新片区主
要种植有花优 14、秀水 134、南粳 9108、武运

粳等水稻优质品种，面积达 9万亩，机械化种
植面积 8.7万亩。其中，南汇新城镇共种植

3.66万亩水稻，包括试种 1085亩节水抗旱
稻。南汇新城镇党委副书记、南汇新城镇镇长

朱旭明告诉记者，实现稻谷栽培旱种旱管，可
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淡水资源，有效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和碳排放。
记者了解到，临港新片区还有一批农业

特色种植项目。上海桑磊蔬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主要从事优质米绿色高效生产、稻田生态

养殖、秸秆综合利用和杂交水稻全程机械化

制种等，是上海郊区规模化、标准化杂交水稻
种源基地之一。合作社长期探索高产高效全

程机械化制种技术应用。去年 10月 26日，专
家组对优质强优势杂交粳稻申优 26机械化

高产制种基地进行实割测产，平均制种产量
高达 346.1公斤/亩，创造了国内外杂交粳稻

制种高产新纪录。合作社还探索优质粳米绿

色生产与小龙虾生态养殖相结合———生产的
“桑磊”牌优质米食味口感上佳，小龙虾的肉

质紧实有弹性，广受好评、供不应求。

仪式上，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

任苗挺表示，新片区将以服务“优质绿色高
效”稻米产业为导向，加快培育适合本地种

植的优质稻米品种；加快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建设，用良种、良法全面提升水稻绿色发展

水平；加快推动优质地产品牌大米的建设，
实现广大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

健康”“吃得放心”的消费跃升。

本报记者 杨欢

读懂中国 读懂世界
    又一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浦

江之畔开幕了。

这是世界了解、认识、研究中

国的重要平台。 这也是中国向世
界传递声音、表达意志、结交朋友

和播撒文明的重要契机。

16世纪法国大作家、 哲学家

米凯莱·戴·蒙泰涅曾经感慨地

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 世界
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 无论

是我们的前人， 还是我们自己都
没有彻底了解它。 ”

恰逢世界大变局之时， 恰逢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年，

恰逢全球迫切需要进一步加深互
信、互助、互爱之际，世界中国学

论坛将主题确定为“中国共产党·

中国·世界”， 希冀向来自不同国

家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一
把打开认识中国的钥匙———唯有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历
程、不朽功业、伟大精神中，方能

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
功、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规律。在

历史的大浪淘沙中， 中国人民选

择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武装
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 才能不断满足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

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中国学教
科书。 正如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曾

经发出过的声音， 西方的现代文
明已不再是一家独大， 拥有数百

年乃至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

希腊文明、俄罗斯文明、奥斯曼文

化、 波斯文明等古老文明都在重

新焕发生机。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言， 古老文明蕴藏着化解现实

困境的宝贵经验， 凝结着追求美
好未来的恒久价值。 文明冲突的

根源不是古老文明的现代复兴，

而是单一文明的唯我独尊。 单一

的现代西方文明如果不与古老文
明交流借鉴， 肯定无法成为人类

共襄的文明。反过来说，古老文明
也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 坚持不

懈的交流互鉴。

“履不必同，期于适足。 ”一个

国家、 一个民族自身的发展道路

该怎么走， 选择的道路适合不适
合，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

言权。

以洞察全球发展大势的宏观

视野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发展
眼光读懂中国、读懂世界，文化的

格局、坦荡的胸襟、尊重的心态、

平等的法则， 世界才能更好地相

向而行。 首席记者 王蔚

为当今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启示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沪开幕，蒋建国龚正出席

    本报讯 在隆重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之年，以“中国共产党 ·

中国 ·世界”为主题的第九届世界

中国学论坛昨天在沪开幕。中宣部
副部长蒋建国发表主旨演讲，上海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致辞。
蒋建国在主旨演讲中指出，唯

有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

历程、不朽功业、伟大精神中，方能
求得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

怎样才能继续成功的规律，从而发
挥学术研究鉴往知今、资治济世的

重要作用，更好地为当今全球治理
提供有益启示，为人类美好未来提

供思想启迪。希望全世界中国学研
究者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

本事实出发，秉持客观、理性、公正
的科学精神，以洞察全球发展大势

的宏观视野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
的发展眼光开展研究，让中国学跟

上中国前进的脚步，为建设更加美
好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龚正致辞指出，一百年来，从石
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
刻改变了上海这座城市。我们坚信，

在前进道路上创造了百年辉煌的中
国共产党，必将带领一个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中国，继续为世界
未来发展提供更多新机遇、注入更

多新动力。我们希望国际学术界透

过上海这个重要窗口，更好地认识

和研究中国。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创
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促进中外学者

加强沟通与合作，创造出更多高价
值的学术成果，努力使上海成为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 ·塔迪

奇作视频演讲。王灵桂、谢尔盖 ·沙
赫赖、杜占元、夏泽翰、张晓强、郝

福满、张维为、明竺等中外专家作
了大会演讲。论坛发布了第六届世

界中国学贡献奖名单，英国剑桥大

学荣休教授鲁惟一、美国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荣休教授周锡瑞和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

长叶嘉莹等三位学者获奖。
世界中国学论坛由国务院新

闻办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办，上海

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市政府新闻办

联合承办，经过 17年发展，已成为
中国研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的国家级平台。来自全球 42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近 200位海内外

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参会。

桂映明珠香两岸
    迟到的桂花分外香，近期的这一波降温

使得申城桂花进入盛花期。昨天起，漫步申城
的各个公园、绿地，几乎都能闻到沁人心脾的

桂花香。相比较往年早、中、晚桂花次第开放，

今年桂花的花期将相对集中。金桂、银桂、丹

桂、四季桂等多品种的桂花均馨香四溢，使得
金秋的申城格外芬芳。据悉，这波桂花的最佳

观赏期将延续 15天左右。
图为南外滩的古城公园里， 早银桂在枝

头绽放， 与远处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地标景观
融为一体，好一幅秋色画意 杨建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