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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4日电 10 月 14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印度尼

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你担任总统 10 年间 8

次访华，我同你 12 次会面，引领两国开

启共建命运共同体新篇章，构建起全方

位战略合作新格局。你为中印尼友好

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中方表示高度赞

赏。相信印尼新一届政府将继承对华

友好政策，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

持续迈向更高水平。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印尼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做好雅万高铁可持续运营，

打造更多合作亮点，让两国合作更好惠及

两国人民。明年是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

年。中方愿同印尼共同弘扬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和万隆精神，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

结合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发展、繁荣、稳定。

佐科表示，过去 10 年来，我同习近

平主席建立了深厚友谊，引领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互利合作取得

重要成果。感谢中方为印尼经济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雅万高铁成为双方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的典范。我相信，在印

尼新一届政府领导下，两国关系将继续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习近平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通电话

新华社北京 10月 14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

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六

届、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十届、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

遗体，14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火化。

吴 邦 国 同 志 因 病 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 4 时 36 分在北京逝

世，享年 84岁。

吴 邦 国 同 志 病 重 期 间 和

逝 世 后 ，习 近 平 、李 强 、赵 乐

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

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

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

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

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4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

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

横幅“沉痛悼念吴邦国同志”，

横幅下方是吴邦国同志的遗

像。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安卧

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时 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

来到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前肃立

默哀，向吴邦国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吴邦国同志亲属一一握

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

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

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吴邦国同志生前友

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吴邦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邦国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0月 14日，吴邦国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这是习近平与吴邦国亲属握

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在党领导中国文艺为建设中华民

族新文化而奋斗的征途上，2014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座

继往开来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

略高度，深刻阐述和科学回答了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文艺事

业锚定价值航向，擘画宏伟蓝图。

十年探索奋进。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新时代中国文

艺百花园气象万千、硕果累累，展现出

昂扬自信的时代风貌。

把舵定向：“没有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

2024 年 9 月 29 日晚，人民大会堂万

人大礼堂华灯璀璨、气氛喜庆。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 3000 多名观众一

起观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音乐会，共贺新中国华诞。

从《黄河大合唱》《北京喜讯到边

寨》等经典旋律，到《新的天地》《新征

程》等时代华章……透过一方舞台，山

河壮阔的大美图卷铺展开来，民族复兴

的坚定足音铿锵回响。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

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我

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文艺工作，坚持运用

先 进 文 化 引 领 方 向 、鼓 舞 士 气 、凝 聚

力量。

文艺工作座谈会清晰标定新时代

文艺的历史方位：“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

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

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

大有可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深

入总结新时代文艺工作面临的新机遇、

新挑战、新要求，深刻回答事关社会主

义文艺事业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

略性重大问题，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将

党对文艺工作的认识和实践提升至新

的高度，为繁荣发展新时代文艺指明了

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定航向、正导向，指出“文艺不能在

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

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

有生命力”；

谈创作、论方法，指出“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

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

讲品位、重艺德，指出“广大文艺工

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

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

想，追求德艺双馨”；

把握传承和创新的关系，指出“学

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文艺创新的重要源泉”；

……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思想的光

芒 ，照 耀 新 时 代 中 国 文 艺 事 业 崭 新

航程。

给耄耋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电

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信，勉励他“继续

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

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在贵州苗寨考察时叮嘱：“一定要

把苗绣发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

化，发展好了既能弘扬民族文化、传统

文化，同时也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

兴作出贡献”；

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考察

时强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

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

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念之系

之，系统谋划、亲力亲为，作出一系列重

要指示，部署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凝

聚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与党同心同行，

为文艺繁荣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

力指导。

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中，习近平总

书记谋篇布局、把脉问疾，推动建立新

时代文艺发展政策体系，一项项关键政

策密集推出——

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文件

发布，到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加

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等一系列文艺

政策出台，破立并举、激浊扬清，山清水

秀、百花齐放的文艺生态逐渐形成。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进一步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

系统部署，推动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

流、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有力指引下，

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

神，奋力投身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实践，

以饱含精神力量的作品引导、凝聚、推

动人民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讴歌时代：“深刻反映我
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

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上午，中国文联

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面对济济一

堂的文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殷

切期望：

“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

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

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

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

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

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十年来，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当代

中国文艺的历史方位，高举时代精神火

炬，把握时代跃动脉搏，以文艺精品书

写时代答卷。

“我听说中国电视剧《山海情》近期

在科摩罗热播。”2024 年 9 月 2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科摩罗总统阿扎

利时欣然说道。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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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春天，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

拉村的桃花就开得美若云霞。而最近，

嘎拉村又开出了一朵金色的荣誉之花，

林芝镇真巴村党支部书记边巴从北京

带回了一块金色奖牌——嘎拉村被评

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这块奖牌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

给我们的。”在村里的庆祝会上，边巴激

动地对村民们说，“总书记祝贺我们获

得荣誉，还嘱咐我们要把日子过得更美

好。”

2021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

藏时来到嘎拉村。他说，嘎拉村的美好

生活是西藏和平解放 70 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成就的一个缩影，这里是民族团结

进步之花盛开的地方。

嘎拉村的村民们牢记嘱托，一直用

心用情浇灌这朵民族团结进步之花。

依 托 自 然 资 源 优 势 ，嘎 拉 村 做 好

“旅游+”，把桃花打造成了一张响当当

的名片。此外，农牧民运输队、水果观

光采摘园等，让村里产业多元发展，乡

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与此同时，来嘎拉村创业就业的人

也多了起来。嘎拉村将外来流动人口

纳入“双联户”服务管理范畴。嘎拉村

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也常常帮助解决流

动人口生产生活上的困难，并产生了很

多民族团结的佳话。

村民次旦扎西家的田地租给了菜

农张华飞夫妇，两家人相处融洽，犹如

亲人一般。张华飞每年都要给村里免

费送菜，而次旦扎西也会回赠家里母牛

生的小牛犊。有一年，次旦扎西给张华

飞家送去 3 头牛。有人不解道：“租地给

菜农，一年一亩租金才 1500 元。一头牛

那 都 得 值 多 少 钱 ？ 这 不 是 赔 本 买 卖

吗？”次旦扎西的回答让人动容，他说：

“我们一直互相帮助，这个感情是不能

用钱来算的。”村民们与外来菜农守望

相助，在你来我往中，结下深情厚谊。

来自各地的游客，也被村民们真心

当作亲人、家人。嘎拉村村民和游客有

多亲？大江南北的口音汇成一句“扎西

德勒”。热情好客的村民也与游客成了

好朋友。面对采访，有村民笑着说：“有

时候我们没在家，就把钥匙放在石头下

面，他们可以自己进来。”

各民族像茶和盐巴一样交往交流

交融的感人故事在嘎拉村不断上演。

“最重要的是，要牢记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不辜负‘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荣誉称号，把各项工作干好，把

乡村振兴的路走好，让群众的日子过得

更美好。”边巴说。

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嘎拉村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不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这朵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将越开越

绚烂。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真巴村村民委员会嘎拉村村民小组：

同心浇灌 民族团结开出金色花朵
本报记者 谢筱纯 王珊

编者按：

9 月 27 日，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我区 14 个

集体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称号，15 名个人被授予“全

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称号。

民族团结一家亲，格桑花开幸

福长。为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

推动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工作，着

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

本报今日起推出我区受表彰的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模范个人

的先进事迹报道，敬请关注。

据新华社拉萨电（记 者 春拉 吕

星）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工作第二阶段工作进入年底冲刺期，

目前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市 18 个县

（区）各项文物普查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中，截至目前已新发现古文化遗址、古

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

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

物 301 处。

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 1088 处文

物点的实地调查与数据采集工作，其中

“三普”复查文物点达 519 处，占总任务

的 59%；2012 年以来新发现文物点 268

处，完成总任务的 46%。

日喀则市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

与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平措塔杰说：

“日喀则市文化底蕴深厚，不可移动文

物资源丰富，文物类型多样。此次普查

工作不仅让我们对基层文物数量、保存

现状等有了更加全面精准的了解，同时

也为我们锻炼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基层

文物保护工作骨干。”

据悉，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期间，将对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后

已认定、登记的 4277 处不可移动文物

进行复查，同时调查、认定、登记“三普”

尚未登记、2012 年以来新发现的不可移

动文物。

日喀则市文物普查新发现文物点 301处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湖畔秋色

加 大 野 生 动 植 物

保 护 、自 然 保 护 地 巡

护、原生植被保护及湿

地 保 护 力 度 …… 近 年

来，阿里地区生态环境

持续向好，野生动物越

来越多，主要江河湖泊

水质保持优良，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稳定，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图为仲秋时节，阿

里 地 区 普 兰 县 境 内 的

拉昂错风景。

本 报 通 讯 员 刘晓

东 本报记者 次仁平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