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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 墨 郑汉根 韩 梁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阐述这个百

年大党的天下情怀与担当。

立宏志，谋大同。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本着“以天下

为己任”的情怀，把握时代脉搏，

洞察国际大势，引领中国将自身前

途命运同世界人民前途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各国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 ， 为 了 一 个 更 美 好 的 世

界，不断前行。

心系天下 护佑世界和平发展

“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

就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

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视 为 自 己 的 神 圣 职

责 。”5 年 前 ， 习 近 平 在 庆 祝 中 国

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这样说。

为全人类作出更大贡献，是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精 神 追 求 和 自 觉 实

践 。1956 年 ，毛 泽 东 同 志 就 曾 说 ：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天地转，光阴迫。100 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

奋斗、顽强拼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

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

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不仅

发展了自己，还通过自身发展，成为

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交出了无

愧于先辈和时代的答卷。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

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习

近平说。作为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追求人类社

会公平与正义作为自己的精神底色，

同时也传承发扬了“和合共生”“天

下大同”的中华传统智慧与价值。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

步不断演进，人类生活彼此关联之紧

密前所未有，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

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

有。地区冲突兵戎相见、霸权主义恃

强凌弱、贫富分化有增无减、疾病瘟

疫仍在蔓延。这个世界并不安宁，这

个天下远未太平！

人 类 向 何 处 去 ？ 天 下 如 何 “ 大

同”？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从人类

社会的整体观念和共同命运出发，倡

导树立世界眼光、把握历史规律、认

清发展大势。

——“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

——“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

富 ， 都 应 该 做 和 平 的 维 护 者 和 促 进

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

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 偏 见 和 歧 视 、 仇 恨 和 战

争 ， 只 会 带 来 灾 难 和 痛 苦 。 相 互 尊

重 、 平 等 相 处 、 和 平 发 展 、 共 同 繁

荣，才是人间正道。”

2015 年 9 月 27 日 ， 伴 随 密 集 的

快门声，习近平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共同将一块红绸缓缓拉下。足

有一人多高、精美华贵的“和平尊”

显露真容，这是中国为庆祝联合国成

立 70 周年赠送给联合国的礼物。

（下转 3 版）

为 了 更 美 好 的 世 界
——习近平的天下情怀

□ 仲青平

一

1921 年 7 月，当来自各地
的党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
行团”的名义在上海会聚时，没
有人预测到历史将被他们改
写。这个“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 45 岁，最
年轻的刘仁静才 19 岁，毛泽东
只有 28 岁——这也是 13 位中
共一大代表的平均年龄。

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
把人类解放树立为自己的奋斗
目标，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
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
命。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特殊国情，这个最初只有
58 名党员的新生政党，为什

么会确立这样宏伟的志向？如此崇
高的政治信仰所为何来？

多数人因为看见而相信，只有
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在 20 世
纪初最深沉的长夜里，中国早期马
克思主义者在心中举起的是信仰的

火炬。1917 年，28 岁的李大钊听到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满腔热血
瞬间沸腾。他于次年发表《庶民的胜
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
雄文，正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带到
中国。

早期革命的活跃分子，绝大多数
都 是 那 个 时 代 的 “80 后 ” 和 “90
后”，这并非偶然。陈独秀在 《青年
们应该怎样做》 中直言不讳：“死的
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在社
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

生。”他认为，青年阶级性不稳
固，因而往往有超越利益的理
想，比任何阶级都易于倾向革
命。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最深
重的时候，寻求救国真理的任
务，自然落到了这样一批年轻人
的头上。

1920年4月，27岁的毛泽东
成了上海老渔阳里 2 号陈独秀家
的常客。他后来回忆：“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
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巴黎
最初的日子里，22 岁的周恩来
反复研读《卡尔·马克思的生平
与教导》 英译版，有人形容说，
一位中国人在法国阅读被翻译成
英文的德语著作——中国先进知
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渴
望，莫过如此。 （下转 4 版）

以青春之我 复兴伟大之民族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词（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责任。作为共产主义
运动漫漫征途中的必经阶段，迄今，我们党已经为此跋涉了 100 年。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的部署，我们离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还
剩下不到 30 年时间。复兴大业已进入关键里程。

历史学家将 100年的单位称为“世纪”，社会学家将 30年的单位称为
“世代”，都是希望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解决人类社会所存在的现实和未来
的课题。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站在建党百年的门
槛前，现世代的青年是否感到先辈的凝视，听见了使命的召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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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

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

是 把 组 织 的 基 础 植 根 于 青 年 。 100 年

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

年、信任青年，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

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团结带领

一代又一代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接续奋斗，推动中国青年运

动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

与时代齐奋进，书写了百年党史中闪光

的青春篇章。

一、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广
大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不
同历史时期接续奋斗、建功
立业

中 国 共 产 党 在 成 立 初 期 就 强 调 ：

“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

要的工作，因共产党是这一般共产主义

运动的总指挥，青年运动必须在共产党

指 导 之 下 ， 是 无 疑 的 ”。100 年 来 ， 我

们党始终从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

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看待青

年工作，以崇高初心使命感召青年，以

科学思想理论武装青年，以不懈奋斗精

神 激 励 青 年 ， 以 广 阔 事 业 舞 台 成 就 青

年，把一代又一代青年团结凝聚在党的

旗帜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广大
青年奋勇投身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
史洪流。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青

年与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崇高使命联

系在一起，把青年工作 置 于 党 的 领 导

之 下 ， 创 建 青 年 团 作 为 重 要 助 手 和 后

备 力 量 。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下 ， 青

年 群 体 中 蕴 藏 的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的 巨 大

能 量 充 分 激 发 出 来 。 无 论 是 唤 醒 工 农

大 众 还 是 开 辟 革 命 新 路 ， 无 论 是 打 倒

列 强 除 军 阀 还 是 抵 御 外 敌 抗 日 寇 ， 无

论 是 前 线 浴 血 奋 战 抑 或 是 第 二 条 战 线

的 学 生 爱 国 民 主 运 动 还是后方政权建

设 ， 广 大 青 年 始 终 跟 党 奋 进 ， 冲 锋 在

前，成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

和人民解放的先锋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
广大青年全面建设新国家新社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抗美援朝、土地

改革、恢复国民经济、实现民主改革等

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伟大斗争中，在开

展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改

变国家一穷二白面貌的艰苦创业中，广大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以主

人翁姿态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分发挥了突击队和生力

军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运动，树起了“青年突击队”“青年

垦荒队”等闪光旗帜，掀起了“争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热

潮，开展了学习雷锋等社会主义新人教育工作，创造了向科技进军

的一个个新中国历史纪录。 （下转 3 版）

党领导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正 青 春
本报今日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特刊
（详见 T1 版-T1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