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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新时代

喜迎二十大

本版编辑 周力 张健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向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致贺电，对查尔斯三世登基表示

祝贺。

习近平指出，今年适逢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50

周年，我愿同查尔斯三世国王一道努力，增进两国人民

相互理解和友谊，扩大友好交流和互利合作，加强全球

性议题的沟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致电祝贺英国国王
查 尔 斯 三 世 登 基

青年是国家的脊梁，是民族

的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广大

团员青年高举党的思想旗帜，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在助力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中勇当先锋、倾情奉献，让

青春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绽放绚丽之花。

坚定理想信念，在思
想锻造中争当先锋

“作为青年，就要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使命和责任。”

“我们要做到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

“新时代青年就要把誓言刻

在心中，奋斗到底，终生不渝。”

在长春，团员青年围坐在一

起交流、分享，大家在轻松的气

氛中度过一段充实而难忘的“学

习之旅”。像这样的“青年大学

习”场景在吉林各地早已蔚然成

风。几年来，全省共142万团员

青年参与其中，收获知识，汲取

力量。

火热的青春，需要坚定的理

想信念。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在

思想洗礼、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

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具

时代味、青年味？团省委打造青

年讲师团、专职团干部、优秀青

年典型和红领巾宣讲员等4支

青少年宣讲“轻骑兵”队伍，深入

乡村、社区、学校、企业、机关等

基层一线，面向广大青少年开展

小范围、互动式宣讲，发布“青年

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107期，

签到学习青年5578.7万人次。

“我会以青春之我、奋斗之

我，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

者（集体）事迹分享会上，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

刘亮发表感言。

2021年5月27日，“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中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集体）事迹分享会在长春市举行。分享

会上，催人奋进，广大网友通过吉林共青团官方微博在线收看

并积极参与互动。大家纷纷表示，要从青年榜样身上汲取力

量，立大志、成大才、担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自觉担当尽责，在振兴发展大局中奋勇建功

“我要参加，为咱省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义无反顾，一起打个硬仗。”

“快把我拉进志愿者群，这种时候怎么能少得了我。”

2020年1月27日，全省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保卫美好家

园，共同防控疫情！”的号召，全省青年在第一时间迅速行动，奋勇

争先。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吉林青年用担当和实干，跑出

青春“加速度”。连续3年的时间里，11.3万名青年防疫志愿

者，3941支青年突击队，1588个青年文明号，在急难险重任务

中，纷纷出力，发挥生力军作用。

有责任有担当，青春才会闪光。

一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工作，出台吉

林省人才政策，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时不我待。团

省委引领广大团员青年积极响应“创业有你、就在吉林”“奋斗

有我、就在吉林”号召，全省37家吉林青年创业园中，有在孵企

业1595户，带动就业19515人。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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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姗姗 通讯员霍晓）随

时可见的蓝天白云，已成为长春市民生活

中的“新常态”。9月6日当天，长春市空气

质量指数（AQI）为33，空气质量等级为优；

PM2.5日均浓度为8微克/立方米，达到环

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全省9个市州空气

质量等级均为优，PM2.5 日均浓度为 8微

克/立方米。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1-8月份，

全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地级及以上城市

优良天数比例92.1%，优良天数为220天，同

比提升0.6个百分点；PM2.5浓度25微克每

立方米，同比下降3微克，稳定达到国家空

气质量二级标准。特别是7月和8月，优良

天数比例达到100%，PM2.5浓度 11微克每

立方米。

夏季以来，省生态环境厅突出抓好

PM2.5和O3协同控制、氮氧化合物（NOX）和

挥发性有机物（VOCS）协同减排，切实减轻夏

季臭氧污染，促进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取得

积极成效。

全面开展夏季臭氧管控工作。组织涉

挥发性有机物企业开展全面自查，制定有针

对性的整改计划，分类施策，逐步推进综合

整治。完成全省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泄

漏检测与修复摸底排查工作。

强化钢铁行业现场督导。对吉林建龙、

磐石建龙、四平金钢、鑫达钢铁和通化钢铁

等5家钢铁企业进行现场督导帮扶，推进污

染治理设施超低排放改造。

加强移动源污染治理。截至8月底，累

计检测不合格车辆7.9万台。持续开展非道

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以及编码登记工作，全

省累计登记编码2.4万台。

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深化秸秆全域

禁烧管控，突出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

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蓝天幸福感和获得感。

我 省 今 年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向 好

始建于1946年的东北师范大学，是中国

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

学，被誉为“人民教师的摇篮”。

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学校始终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强师报国，求实创造”的

东师精神，为国家培养输送了各级各类毕

业生30余万人，一大批杏坛赤子也在教育

领域脱颖而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近

年来，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东北师范

大学更是在教学模式和学科建设上踵事

增华，为培养更多创新型卓越教师和未来

教育家、全力推进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而

不断努力。

积淀传承

东北师范大学原名东北大学，1950年根

据国家培养师资的需要而更名，成为当时教

育部直属的3所师范大学之一。1952年成仿

吾担任校长，他秉承“扎根教育事业，为党为

国培养人才”的信念，提出为基础教育服务的

办学方向，首开中国师范函授教育的先河。

他创办了东北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教学部，开

设了4门政治理论教育课，坚持开展时事政

策教育、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等。可以说，在那

个年代，东北师范大学为国家教育事业源源

不断输送了大批政治素养优良的青年教师。

时代楷模郑德荣，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48年，郑德荣来到东北师大学习。在

这里，他受到老一辈理论家、教育家的教育

和熏陶，坚定了理想信念。1952年，郑德荣

留校任教，在之后67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

中，他始终与共产党同向同行，撰写出版了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主编了《中国

共产党历史讲义》等著作教材50余部。退休

后，郑德荣仍坚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的第一线，累计培养博士生49名，完成国家

课题3项、学术著作5部和专业论文70余篇。

党的十八大后，郑德荣将研究方向进一

步拓展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十九大后，91岁高龄的郑德荣依然抱

病组织团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

郑德荣的一生所展现的红色精神，正是

东北师范大学长久以来的校风。学校也把向

郑德荣同志学习作为推进师德师风建设的载

体，教育师生牢记红色根脉，接续努力奋斗。

改革创新

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需要，一直以来都是

东北师范大学办学的第一选择。上世纪80年

代，学校积极响应国家优先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的重要部署，在基础教育薄弱的抚松县和东丰

县开展基础教育实验改革服务，把师范生培养

与服务吉林农村基础教育建设发展结合在一

起，走进农村、深入学校、进入课堂、参与教改、

推广科技，走出了独具特色的“长白山之路”。

学校组织专门的教师队伍，在当地政府

的支持下，通过在农村学校和老师同学交流

学习，促进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的结合，提

高基础教育研究的水平，还积极开发校本课

程，构建适应多样性人才需要的农村基础教

育教学课程体系。 （下转第三版）

扎根祖国大地 建设一流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教学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张鹤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新时代

新阶段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洞察国际国内大局大势，高瞻远

瞩、运筹帷幄，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

中国经济沿着高质量发展轨道迈向更加光

明的前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

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进入 9 月，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2022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第二

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一系

列重要活动的密集举行，成为世界观察中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窗口。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重

大判断，指明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

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就什么

是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作

出深刻阐释：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高质量

发展，就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高质

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

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

这是再塑中国经济的伟大创举——推

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

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

必然要求。

时间回到2012年。彼时的中国，行至一

个新的历史关头，亟待解决粗放发展方式难

以为继、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发展

起来以后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进行深邃思考，并提出一

系列重要论断、作出重要指示：

从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到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

英雄，从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处于“三期叠加”

时期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到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系列

深远谋划指引经济建设以高质量发展实现

新飞跃。

10年来，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之路——

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比重由11.4％上

升到18％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

上保持在30％左右；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

重从22.5％提高到近30％，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量却累计下降约34％；建成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进入“十四五”，我国又踏上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的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

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题”“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

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

境，只有把高质量发展主题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才能更好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
深刻变革

2022年9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健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新型举国体制的意见》等五个重要文件，

件件体现新发展理念，关乎高质量发展。

“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会议时强调。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

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

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认识的深化。

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

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

主要的”“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下转第三版）

迈向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高质量发展述评

新华社记者 谢希瑶 潘洁 刘夏村

领航中国

中秋时节，位于白城市镇
赉县的莫莫格湿地呈现出五
彩缤纷的美丽景色。莫莫格湿
地大片红色的碱蓬草，与绿色
的芦苇和香蒲互相映衬，湿地
成为一块巨大的“调色板”。在
五彩斑斓的碱蓬湿地中，大群
鸥鹭、雁鸭开始集群。它们在
湿地里游弋、觅食、嬉戏，清脆
的鸟鸣与一双双划过蓝天的翅
膀为多彩的湿地更添灵动。

潘晟昱 本报记者 张磊

尹雪 摄

多彩莫莫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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