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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
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中国
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占世界人口近
1/5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这是我们迈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
新中国发展史、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都具有
里程碑意义。

兑现对人民、对历史的庄严承诺
小康社会，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

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诗经》中就有“民亦
劳止，汔可小康”之说。用“小康”这一概念
来确立我国发展阶段性目标，具有深厚历
史底蕴，深得广大人民群众认同。改革开
放之初，我们党明确提出到20世纪末“在中
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改革
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根据时代要求不断
丰富发展小康社会的具体内涵。

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使
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党的
十三大提出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党的
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上
世纪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
党的十六大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
平的基础上，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
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
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在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
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
令。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回顾过去40多年，我们党一茬接着
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为现实，兑现了
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历史的庄严承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百年大党践
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担当。中国共产党从成
立之日起就与广大人民同甘共苦、患难与
共，最懂得人民的内心期盼，最懂得人民的

热切向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生活显著改
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诠释了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担
当。全面小康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体现了我们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的人民立场，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
求。全面小康是实实在在的目标，顺应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广大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
验”。这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检验
标准，深刻回答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了
谁”“依靠谁”的重大问题。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而接续奋斗，正是我们党坚持理想
信念、践行初心使命，矢志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生动写照。

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谋划推进。2014年6月，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
这就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任务
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紧
密联系在一起，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成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
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今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期实
现，为我们在新征程上保持战略定力、牢牢
把握战略主动提供了强大支撑和保障。我
们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我国经济实
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
上了新的大台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
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20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超过 1 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 4 亿
人，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
体。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
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人民生活水平显
著提高，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1210元。建
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
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超过 10 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60%，城镇成为承载人口和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载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
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
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党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于坚
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我们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
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
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实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确保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
胜利。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
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
创造力，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
保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力量。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理论和实践，深化了我们对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增强了
我们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

‘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
‘全面’。‘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
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全面小康”内涵更深刻、更丰富，覆盖面更
广，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区域在
实现小康的路上掉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今天
的中国，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
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
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成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中
国人民的伟大光荣、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
荣，极大增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中
华大地持续激荡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继续奋斗的壮志豪情。

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中国贡献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华大地上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走得对、走得通。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独具特色、有别于西
方模式的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
功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
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
发，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
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
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
文明新形态。我们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
治党不放松，抓住战略重点，实现关键突
破。在持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
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
展质量和效益，着力满足人民在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
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
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证
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符合中国国情，
得到人民普遍拥护。

许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相似的
历史遭遇，有着同样迫切的发展愿望，面
临着同样繁重的发展任务。中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表明，发展中国
家走向现代化不只有西方现代化一条
路，而是可以独立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新路。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
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
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已成为
越来越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研究样本，
为解决人类问题、推动人类进步事业贡
献了中国方案。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
提供了中国智慧，鼓舞了发展中国家谋
求自身发展的信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新的征程上，我们
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力拼搏，在新时代铸就新的
历史伟业。

（原载2021年9月10日《人民日报》）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一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于小康的美好梦想，兑现

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历史的庄严承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强大力量；有力证明了中

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走得对、走得通，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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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兵

展厅中央悬挂着温馨靓丽的光纤灯，
灯上“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
卓越”16个字阐释了工匠精神的内涵；将带
有磁性的卡片放在感应位置，大屏上显示
杭州市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工匠精神，让工
匠精神成为劳动者遵守的职业信条和职业
操守……近日，工匠精神展示厅正式建成
对外开放。（9月17日《浙江工人日报》）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它是职业道
德、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体现，是从业者的
一种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工匠精神”
的基本内涵包括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
面的内容。“工匠精神展示厅”是在杭州工运
史资料陈列室暨劳模工匠展厅的基础上倾
力打造的，是今年“926工匠日”十大系列活
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全厅以文字、图片和影
像的形式展示，由“思想引领，闪耀光芒”“工
匠精神，杭州实践”“舆论反响，社会评价”三
部分组成。

工匠们喜欢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
改善自己的工艺，享受着产品在双手中升华
的过程。工匠们对细节有很高要求，追求完
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
把品质从0提高到1，其利虽微，却长久造福
于世。“玉兔”可以探月，“蛟龙”也能下海，可
见我国的顶尖技能人才完全可以媲美一些
发达国家，这其中，“工匠”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拥有现代科技知识、
精湛技艺技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
能人才队伍，必须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矢志
创新，戒除浮躁，为“中国制造”提供坚强支
撑。杭州建“工匠精神展示厅”通过在展厅
展示工匠精神，可以更好地弘扬工匠精神，
厚植工匠文化，让更多人学习感悟工匠精
神，营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

大、劳动最美丽的浓厚氛围。使“工匠精神”
更好地展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动力，使
更多的“工匠”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
凡的业绩，促进工匠精神代代相传。

弘扬工匠精神，需要政府部门、广大
企业和每一名社会成员共同营造有利于
创造精品的“土壤”，必须提高技能人才的
队伍规模和素质，做好工匠精神的传承
等。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越来越讲究生活品质。这对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经济发
展方面需要重视产品品质，医疗、教育、文
化等社会服务领域同样需要精益求精，这
样才可能提供更加丰富更能满足群众期
待的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因此，要建设一
支强大的拥有现代科技知识、精湛技艺技
能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队
伍，必须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矢志创新，戒
除浮躁，为“中国制造”提供坚强支撑。

工匠精神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
度、是中国制造前行的精神源泉、是企业
竞争发展的品牌资本、是员工个人成长的
道德指引。“工匠精神”就是追求卓越的创
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
的服务精神。“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工匠
身上形成了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
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精
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
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希望更多
的地方像杭州市那样，设立“工匠精神展
示厅”，用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
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使
我国由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才能在
世界上有更多的“中国制造”。

“工匠精神展示厅”
更好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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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戴先任

像月饼这样的食品一般保质期特别
短，有些家庭觉得中秋节一过，送人不
合适，扔了又可惜，吃多了又不健康，这
没过期的“过季月饼”反而成了家家户
户难处理的“烫手山芋”。随着人们健
康饮食观念的增强，月饼这种高糖、高
油、高热量的食物该如何适应时代的需
求?这些临期食品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循
环利用?(9月 21日央广网)

月 饼 是 时 令 性 很 强 的 食 品 ，中 秋
节 未 至 ，月 饼 就 已 飘 香 ，人 人 争 尝 月
饼，而中秋节刚过，月饼就无人问津。
近年来，月饼市场越来越火爆，加入月
饼生产的企业越来越多。而艾媒咨询
针对消费者往年月饼食用情况的调查
显 示 ，在 3505 名 消 费 者 中 ，34.1% 的 消
费者会把月饼吃完，18%的消费者会剩
一点月饼，34.7%的消费者只吃了一部
分 ，有 4.9% 的 消 费 者 表 示 会 剩 很 多 。
这些数据表明 ，节后月饼会出现大量

剩余。
如何处理这些剩余月饼，避免浪费，

就值得关注。对于剩余月饼，一些商家
会进行回炉处理，作为其他糕点、食品
的原材料使用。如就在日前，上海长宁
区华阳街道组织了一场“余量月饼大改
造”。五仁月饼在两位厨师的改造下焕
发新生：五仁馅配上椰枣，做成了方便
携带的能量棒；切下来的饼皮配上酸
奶、水果，就成了酸奶水果杯。

对剩余月饼“再利用 ”，能够避免
浪费，是在践行厉行节约的理念，这样
的做法值得点赞 ，也值得推广。但月
饼的保质期短，商家进行“余量月饼大
改造”，会不会把过了保质期的月饼变
成 其 他 食 物 后 卖 给 消 费 者? 而 就 算 没
有过保质期 ，这些月饼也大多成了临
期食品，在市场上，临期食品往往要打
折销售 ，这些由剩余月饼改头换面后
制 成 的 食 物 ，是 否 降 价 销 售? 对 此 ，都
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 ，确保剩余月
饼“再利用”不会带来食品安全隐患，

也要确保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商
家销售此类商品时 ，要能明确告知消
费者。

而剩余月饼还有一大“出路”，那就
是进入“食物银行”。“食物银行”有助于
解决食品浪费问题，能够“变废为宝”，
也是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剩余月
饼放进“食物银行”发放给有需要的人，
就有助于避免剩余月饼浪费，还能让剩
余月饼在服务民生上发挥出作用，这样
才能更好“以有余补不足”，让剩余月饼
更好体现“剩余价值”。另外，每年的中
秋节过后，都会有大量的剩余月饼，不
管是家庭还是商家，可见月饼存在产量
过剩的问题。对此，生产商家也要根据
往年的销量来决定月饼的产量，避免剩
余大量月饼。

商家要理性，消费者也要理性，让月
饼的生产、消费过程能够更好理性，让
过剩月饼有合理去处，月饼才不会成为
家庭及社会的“甜蜜负担”，而能让其食
品价值得到更好体现。

让剩余月饼更好体现食品价值

记者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
到，自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8000元提高至不超过12000元；全日制研
究生则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元。（据9月14日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国家助学贷款
额度提高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