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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信心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元旦献词

岁月镌刻光荣梦想， 奋斗绘写壮
美画卷。 走过不平凡的 2023 年， 我
们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 是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三
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
的一年。 这一年， 历程波澜壮阔。 面
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利因素增多、
国内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的错综
复杂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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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外部压力、 克服内部困难， 积
极推动经济持续复苏， 有序推进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 有效应对局部地
区自然灾害， 积极推进对外开放、
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 坚定维护国
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牢牢把
握发展主动权。 这一年， 成绩有目
共睹。 神舟十六号、 十七号载人飞
船翱翔寰宇， 中国－中亚峰会、 第
三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成功举办， 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
运会精彩纷呈， 全国粮食总产量创
历史新高， 连续 9 年保持在 1.3 万
亿斤以上， 我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新质生产
力加快形成， 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安全发展基础巩固夯实， 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
推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迈出坚实步伐。 一年来的实践再
次证明， “两个确立” 对于我们应
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看似寻常最奇崛， 成如容易却艰

辛。 新时代以来， 面对涉滩之险、 爬
坡之艰、 闯关之难， 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迎难
而上、 知难而进，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
中国式现代化， 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 为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
伟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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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
未有的光明前景。 从打赢人类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 实现小康这
个中华民族千年梦想， 到打响改革
攻坚战， 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
变革、 系统性重塑、 整体性重构，
再到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 让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新时代历程极不寻常、 极
不平凡， 新时代成就鼓舞人心、 催人
奋进。 事实雄辩地证明， 中国式现代
化走得通、 行得稳， 是强国建设、 民
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使命如炬， 初心如磐。 一百多年
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
切奋斗， 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
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
的中心任务。” 前进道路上我们深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寄托着
中华民族的夙愿和期盼， 凝结着一代
代人的汗水， 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川， 必然会
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
挑战， 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 更为
艰苦的努力。 2024 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5 周年， 是实施“十四五”

规划的关键一年。 面向未来， 我们要
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
治， 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
硬道理，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 凝心聚
力、 踔厉奋发， 坚定不移朝着强国建
设、 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新征程上， 让我们锚定既定目标，
增强历史主动。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 “党的领导直接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 前途命运、
最终成败。” 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
领导， 坚持把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
统一起来， 树立世界眼光， 胸怀“国
之大者”， 把历史、 现实、 未来贯通起
来， 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 在历史
前进的逻辑中前进， 在时代发展的潮
流中发展， 不为任何风险所惧， 不为
任何干扰所惑， 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
毅前行， 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新征程上， 让我们团结一心奋
斗， 凝聚磅礴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 人民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主体， 必须坚持全体人民共
同参与、 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 紧紧
依靠全体人民和衷共济、 共襄大业。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激励人、
鼓舞人、 感召人， 调动一切可以调动
的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
量， 推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心往一处
想、 劲往一处使， 满腔热忱地投入到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来， 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就
一定能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
最深厚、 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新征程上， 让我们坚持实干笃
行， 勇于攻坚克难。 中国式现代化既
是最难的， 也是最伟大的。 我们面临
的各种斗争， 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
的， 将伴随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全过程。 惟其艰难， 才更显勇毅； 惟
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 我们要在机遇
面前主动出击， 在困难面前迎难而
上， 在风险面前积极应对， 以愚公移
山的志气事不避难、 义不逃责， 以滴
水穿石的毅力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铸就新的时代华
章、 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大有大的样子， 大有大的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追求的不
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而是期待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
共同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
造福中国人民， 又促进世界各国现代
化， 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 世界大同
的必由之路。 我们将坚定站在历史正
确的一边、 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
边， 高举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旗
帜，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
议， 同各国人民携手共创人类的美好
未来。

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 目标在
拼搏进取中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
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我们信心十
足、 力量十足。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
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坚
定信心， 振奋精神， 不懈奋斗， 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能够实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1 日电
人民日报 1 月 1 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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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 � 不是市委委员的市级负责同志；市
一级巡视员；市政府、市政协秘书长；淮
河能源集团、安徽理工大学、淮南师范学
院负责同志；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淮
南联合大学校长；市委、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 市政协副秘书长； 不是市委委

员、 市委候补委员的县区长； 市纪委常
委、市监委委员；市委各部委办局主要负
责同志；市直各单位、驻淮单位、企事业
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
议。

(本报记者 张 静 朱庆磊)

中俄两国元首互致新年贺电
(上接一版)
� � 普京总统向习近平主席致以衷心
的节日祝贺 ， 祝愿友好的中国人民幸
福安康。 普京表示， 即将过去的一年，
我们两度举行会晤 ， 为俄中新时代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方位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 两国经贸合作蓬勃发展 ，
双边贸易额提前突破 2000 亿美元目
标 ， 创下新纪录 。 俄中体育交流年成
功举办 。 俄中文化年蓄势待发 ， 两国
即将迎来建交 75 周年。 相信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 ， 两国各领域富有成效的合
作将取得更大成果 ， 双方在联合国 、
二十国集团 、 上海合作组织 、 金砖国

家机制框架内合作也将取得新进展。
同日 ， 国务院总理李强同俄罗斯

总理米舒斯京互致新年贺电 。 李强表
示 ， 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
引领下 ，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 双方各领
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 中方愿继续同
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 为两国关系
发 展 注 入 新 动 力 。 米 舒 斯 京 表 示 ，
2023 年 ， 俄中总理第二十八次定期会
晤取得丰硕成果 ， 俄方愿同中方保持
建设性沟通 ， 推动双边合作迈向更高
水平。

12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为 49%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1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2 月 31 日发布
数据， 12 月份 ，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 （PMI） 为 49%， 比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

“12 月份， 受部分基础原材料行业
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 ， 制造业 PMI 比
上月下降 0.4 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有所
回落。”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
级统计师赵庆河说。

生产指数保持扩张 。 12 月份 ， 生
产指数为 50.2%， 比上月下降 0.5 个百
分点， 仍高于临界点， 制造业企业生产
连续 7 个月保持扩张。

新订单指数有所下降 。 12 月份 ，
新订单指数为 48.7%， 比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 制造业市场需求偏弱。 从行
业看， 金属制品、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
备、 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新订单
指数均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 相关行业
市场需求保持扩张； 纺织服装服饰、 化
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等

行业新订单指数均较低， 市场需求仍显
不足。

新动能继续增长。 从重点行业看，
12 月份 ， 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0.3%和 50.2%， 高于制造
业总体水平， 继续保持扩张； 消费品行
业 PMI 为 49.4%， 景气水平有所回落 ；
高耗能行业 PMI 为 47.4%， 低于制造业
总体水平 1.6 个百分点 ， 景气水平偏
低。

市场预期稳定 。 12 月份 ， 生产经
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9%， 比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 连续 6 个月位于较高景
气区间， 制造业企业对市场发展信心稳
定。

赵庆河表示， 从全球范围看， 今年
以来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制造业持续收
缩 ， 12 月份美国和欧元区制造业 PMI
初值分别为 48.2%和 44.2%。 当前外部
环境复杂性、 严峻性、 不确定性上升，
调查中部分企业反映， 海外订单减少叠
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是企业面临的主要
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