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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接见2023年度驻外使节
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蔡奇参加接见
新华社北京 12月 29 日电 中国

援外医疗队派遣 60 周年纪念暨表彰
大会 29 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会议代表，向他们表示热烈
祝贺，并向正在和曾经执行援外医疗
任务的同志们致以诚挚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
厅主任蔡奇参加会见。

上午 11 时 30 分许，习近平等来

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习近平等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同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刘国中参加会见并在大会上讲话。
他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医疗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援外医疗工
作成绩。60年来，广大援外医疗队员以
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以实际行动讲
好中国故事，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

的高度赞誉。新时代新征程，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继续弘扬中国医疗队精神，奋力
开创援外医疗工作新局面，为推动构建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大会表彰了 30 个全国援外医疗
工作先进集体和 60 名先进个人。受
表彰代表等作了发言。

王毅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中国援外医疗队
派遣60周年纪念暨表彰大会代表

蔡奇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 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9 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的决定。根据决定，十四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 2024 年 3
月 5日在北京召开。

决定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的议程是：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2024 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审查
2023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4 年 中 央 和 地 方 预 算 草 案 的 报

告、202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审
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于2024年3月5日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日前召
开的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十二
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政协

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
定（草案），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
议于 2024年 3月 4日在北京召开。会

议还决定，2024年 3月 1日至 2日召开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为
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作准备。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建议明年3月4日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2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参
加 2023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
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充分肯
定新时代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
就，要求使节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和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外交思想，正确认识新时代新
征程对外工作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肩负
的历史使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
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
主任蔡奇参加接见。

上午 11时 40分许，习近平等来到
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的
掌声。习近平等向使节们挥手致意，同
大家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
讲话。他说，过去这几年，新冠疫情肆
虐蔓延，外部势力对我们的打压遏制
不断升级，给外交工作带来了特殊的
挑 战 ，大 家 也 经 受 了 特 殊 的 考 验 。
几 年 来 ，同 志 们 持 节 异 域 ，为 国 出
征，舍小家为大家，在世界各地拼搏
奋斗，大家辛苦了。习近平代表党中
央向使节们和外交战线的全体同志致
以亲切慰问。

习近平强调，党的二十大对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作出战略部署，中国特色大
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
阶段。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弘扬新时代中国外交宝贵经验，增强
凝聚力，发挥战斗力，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赢得新的更大胜利。

习近平指出，刚刚召开的中央外
事工作会议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的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明确了对
外工作目标方向、指导原则、战略部
署、基本任务。大家要认真落实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决策部署，以更加昂扬
奋发的精神再建新功。

第一，牢记初心使命，做对党忠诚
的笃行者。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
民，是外交战线的光荣传统。大家肩
负使命奔赴世界各地，不管走到哪里
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都要守住心
中的“节杖”。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思想，炼就明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始终
把准正确政治方向。要深刻领会党和
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领悟好执行好
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14亿多中国人
民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要把外交
为民牢牢扛在肩上，把党中央的温暖
传递给每一位海外中国公民。

第二，强化担当作为，做奋勇开拓
的创业者。大家要学懂弄通做实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迎难而
上、担当作为。要加强外交能力建设，
坚持求真务实，做到耳聪目明，围绕服
务全局、破解难题多出实招；要善于广

交深交朋友，争取人心的工作既要做到
庙堂，也要深入民间；要用国际化语言
和方式讲好中国故事，融通中外、贯通
古今，让世界更好认识新时代的中国。

第三，敢于善于斗争，做国家利益
的捍卫者。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保持战
略清醒，树牢底线思维，以箭在弦上的
备战姿态和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坚决
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
加强战略策略运筹，用好统一战线这个
法宝。要善用多边机制和规则，广泛争
取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

第四，坚持自我革命，做全面从严
治党的推进者。各位使节要切实履行
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以自我革命精神全
面推进党的建设。要筑牢思想防线，时
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政治信念坚
定、严格遵规守纪的明白人。好的队伍
是练出来、管出来的。要坚持以严的基
调强化正风肃纪，把纪律规矩挺在前
面，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打
造一支对党忠诚、勇于担当、敢斗善斗、
纪律严明的外交铁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
王毅参加接见并在 2023年度驻外使节
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外事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
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深远时代意义，以
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攻坚克难、锐意
进取，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新局面。

长城万里有新篇

12月29日，工人在国家管网
唐山联络压气站内工作。

今年入冬以来，位于河北省
唐山市丰润区的国家管网唐山联
络压气站的工作人员，不断加大
天然气管网和机器设备的巡检力
度，排查隐患，确保用气安全。据
介绍，国家管网唐山联络压气站
是中俄东线中段天然气管道联络
压气站场，其任务是将来自俄罗
斯的天然气过滤、增压后输送至
永清压气站，保证京津冀地区天
然气供应。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一道绵延的高墙，翻崇山峻岭、穿
沙漠戈壁，上下两千年、纵横数万里，在
中华大地上留下雄浑有力的身影。

长城，长城！——说到中国，人们
就会想到它；提起中华文明，人们也会
想到它。2019 年 8 月，在甘肃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嘉峪关，强调：“长城
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
文明的重要象征。”

从一砖一石的悉心呵护，到“修旧
如旧”的修缮实践；从历史文化的发掘
阐释，到长城精神的代代传承……长城
沿线，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娓娓讲述着
这古老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出的
生机与活力。

护我巍巍长城
【故事一】
眉骨上凸起的伤疤分外显眼，蓝色

工作服撕出了口子——宁夏中卫市海
原县的长城保护员李世翔已记不清楚，
自己多少次在巡查的路上摔倒。坠落、
翻车、陷入冰窟、面对狼群……对很多
长城保护员来说，这些是“家常便饭”。

受伤，李世翔不怕。最令他痛苦
的，是岁月留在长城上的痕迹越来越浓
重；最令他害怕的，莫过于长城的原生
环境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变
化。他自幼在长城脚下玩耍，对这些历
尽沧桑的遗迹有着深入骨髓的痴迷。

放下多年经营的打印店，把生活成
本降低、再降低。这个西北的汉子，一
个月也舍不得吃一次肉，因为“钱省下
来可以用于心爱的长城保护事业”。

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李世翔对长
城的深情。

“关你什么事？”“你算老几？”
阻止从长城上挖土垫羊圈的村民、

举报在长城附近违法施工的单位……
当李世翔履行长城保护员的职责时，诘
问与威胁常常随之而来。“长城保护员
的身份证明，就是我工作的底气。”他坚
定地说。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长城保护宣传
力度加大，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多。去
年，海原县为李世翔在县博物馆旁开辟
了工作室。从此，他吃住在这里，深夜
挑灯记录巡查发现的新遗迹，梦想着出
一本书，展现整个西北地区的长城分
布。

“长城守护着我，我守护着长城。”
李世翔说。

【故事二】
打开电脑，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

研究员李哲为我们展示着长城全线连
续实景三维图像库——

团队拍摄长城的“轨迹”显现在电
脑屏幕上。当画面被不断放大，可以点
击“穿越”到每一张长城照片的拍摄位
置，长城的局部面貌一览无余，还能看
到细节——砖缝一一可辨。

这是一个“数字复刻”的长城。
这些年，他和同事、学生们一起，以

“扫描式”的连续拍摄，获得数量超过
300万张的厘米级长城图像，建设了长
城全线连续实景三维图像库，覆盖超
6000千米的长城墙体和附属设施。

这样做意义何在？故事要从李哲
的老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
玉坤讲起。

2003年，张玉坤在研究北方军事堡
寨过程中，发现沿长城带不少散落的

“堡子”之间存在距离、形制的规律性，
随后他意识到，这些设施与长城墙体紧
密相关，应共属于长城防御体系。

“长城是一个由驿传系统、烽燧、屯
田系统等子系统组成的‘巨系统’。”张
玉坤说，“想要保护长城，首先要把‘家
底’摸清。”

摸清“家底”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
来的。

从距离最近的京津冀，到东北、再
到西北……几乎每个假期，团队成员们
背着各种仪器，对长城进行考察、测绘，
长城遗迹上不为人知的细节，如“遗珠”
般在“云端”被一一串起。

“挖掘、还原一个真实的长城，才能
更好地认识、保护它，这就是‘云端’长
城的价值所在。”李哲说。

【记者观察】
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来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长城尤其如此。它分布于 15
个省份的 404个县（市、区），其文物本
体总计 4.3万余处（座/段），建造年代不
同、形态不一、保存状况各异……这些
因素决定了长城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
庞大而复杂。

《长城保护总体规划》等相关文件
印发，加强顶层设计；2015年至今陆续
批准长城保护维修项目 289项，安排专
项补助资金10.6亿元，持续改善长城本

体保护状况；全国各地 6800多名长城
保护员加强巡查力度，守好长城保护

“最后一公里”；科研工作者开展长城保
护关键技术、关键领域研发，以科技力
量破解保护难题……从国家到个人，各
方携手、握指成拳，方能护我巍巍长城。

绵延悠悠文脉
【故事一】
“娘子不须忧愁，收拾麦羊，勿使堕

落……”一封家书，二三叮咛，无限牵
挂。对故土和家人的思念，在字里行间
尽显无余。

这封家书，出自 1000 多年前驻守
在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的戍边军人
之手。“春景渐芳”“仲夏极热”“秋气渐
冷”“冬景既终”……这些勇武将士们的
情感表达深沉而细腻。

拂去历史的尘埃，埋藏在长城脚下
的故事重见天日。

2019年至 2021年，我国对克亚克
库都克烽燧遗址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
出土唐代纸文书、木简 800余件。在整
理室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胡兴军和同事们努力辨认一份指甲盖
大小的纸文书残片，试图将它与其他出
土残片拼接重组，找到归属。

“这些珍贵的文书是戍边将士家国
情怀的生动注脚。”他说。修复纸文书
的过程好比拼图，为复原唐代戍边原
貌，需要将上百件纸文书展平，逐个识
读文字，再将材质、字体、内容相近的残
片缀合拼接，研究阐释。

种地、打猎、应对战事……将士们
的日常生活繁杂而艰辛。相隔千年时
光，大漠黄沙依旧。在考古工作者的努
力下，戍边人的爱与眷恋、诗与远方，绵
延至今、荡气回肠。

【故事二】
冬日的阴山山脊，褪去了草木的颜

色。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中行走，很难将
散落的青石块以及蜿蜒的土坡，与2000
多年前阻挡战马铁骑的古长城联系在
一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遗迹，离

地面有十几米，宽有四五米，全部是夯
土所筑。”站在一处“土坡”上，内蒙古呼
和浩特市长城科普学会会长高晓梅打
开了话匣子。这里的土与石，她再熟悉
不过。

上上下下、停停走走，她不时拿起
相机，定格此时此刻的长城状态。相
机，见证了高晓梅一家三代人对长城的
向往与惦念。

高晓梅的父亲高旺曾是一名记
者。20世纪 70年代，他了解到呼和浩
特清水河县丰富的长城文化资源后，深
深痴迷。卖掉老家的旧院子和窑洞购
置照相机，此后 20 年间，高旺自掏腰
包，徒步丈量古长城。

“父亲带我一起上长城考察，回家
后我帮他抄写拟好的稿子。长城已深
深融入我们的生活。”高晓梅回忆着小
时候与父亲一起记录长城的点滴，感慨
万千。

1999年父亲离世后，高晓梅接过相
机，继续走父亲没有走完的路。一年至
少有 300天，她“不是在长城，就是在去
长城的路上”。2021年，高晓梅关于内
蒙古明长城的摄影集出版，用光影艺术
展现长城之美。

如今，高晓梅的儿子王东麟正读大
学，学的是广播电视学专业。“我要用更
专业的摄影技术、更丰富的表现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和保护长城。”王东麟说。

【记者观察】
长城内外是故乡。于中华儿女而

言，长城从来不只是一堵墙。
游子的乡愁、战马的嘶鸣、互市的

熙攘……长城见证过太多悲欢离合，也
承载了深厚的民族情感。当我们提起
长城，它所指向的，是鲜活如昔的历史
片段，是延绵不绝的中华文脉。

2021年起，北京在长城修缮中引入
考古研究，确保长城的真实性和完整
性；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长城小站”
等社会组织近年来积极引导公众参与，
更多人加入到长城相关工作中……古

老长城，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回望过去，考古工作抽丝剥茧，长

城脚下埋藏的历史余温尚在；展望未
来，人们书写着自己的长城故事。悠悠
文脉，就在一块砖一抔土间，在一辈子
一件事中，绵延不绝。

弘扬民族精神
【故事一】
晨光熹微，河北省迁安市北部长城

山野绿道笼罩在薄雾之中。
长城脚下，白羊峪村里，今年 67岁

的村民白金照常早起，开始了自己忙碌
的一天。家里的民宿有二十几间客房，
最大的特色就是“住长城人家，品长城
文化”。

“以前看长城只觉雄伟，现在看长
城添了一份亲切。”白金说，每当给游客
讲起长城故事，都忍不住讲讲自己村这
几年的大变化：路好走了、村容靓了、来
村看长城的游客更多了。

山村之变，始于长城之变。
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
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包
括河北在内的 15个省份被纳入长城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

白羊峪村党支部书记龚洁民笑盈
盈地说，随着当地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白羊峪村“变身”古长城文化自
然生态旅游村，旅游从业人员达 300多
人，今年旅游业纯收入能有 1000多万
元。

得到实惠的不仅是长城边的居
民。越来越完备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丰
富的文旅项目，把长城与游客的距离越
拉越近。

“所有的技术和手段，都是为了让
更多人对长城有感性认识，体会它作为
中华民族精神标志的丰富内涵。”河北
省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专班专职副主任
许世鹏期待，通过建设长城风景道、打
造沉浸式新业态等方式，长城国家文化
公园（河北段）将满足更多人对长城的
向往，让长城精神生生不息。

【故事二】
关，扼守河西咽喉；城，伫立六百余

年。
见到嘉峪关关城，嘉峪关市实验中

学学生杨恬惊叹：是何等的智慧和勇
气，才能令古人在河西走廊的要地修筑

出这巍峨雄关！
走进关城脚下的嘉峪关长城博物

馆，一幅面积 220余平方米的《长城万
里图》气势如虹。杨恬抬头望了许久。
这幅油画将我国东、中、西部长城的主
要景观绘入其中，中华大地的壮丽辽
阔、长城建造者的勤劳、睿智和坚毅，在
画中尽显无余。

展厅内，围绕着“中华之魂”主题，
2200多件（套）展品徐徐铺陈：镇馆之宝

“长城工牌”佐证了长城分工段逐级承
包的修筑模式；出土于玉门汉长城烽燧
的木觚，通体汉隶，凝结千年时光……

杨恬更感兴趣的，是这里的文创产
品：“我想在家里摆上‘天下第一雄关’
的积木玩具，也想把书签、明信片送给
同学们，让大家都能看看长城有多雄
伟。”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
何双全说：“嘉峪关关城与它身后的万
里长城，不仅是一项军事工程，更承载
了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是一种精神的传
承。它们一同凝聚成中国人民不断创
造新的伟大奇迹的动力源泉。”

2021 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嘉峪关长城博物馆被命
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在这里，我震撼于长城的伟大，感
受到我们民族坚韧不屈的品格。我想，
这就是身为中国人的骄傲。”杨恬说。

【记者观察】
它是“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

城万里长”的众志成城，是“上下两千
年，纵横十万里”的亘古通今，是“不到
长城非好汉”的自强不息……每当华
夏儿女想起长城，便有不绝的精神力
量。

一次展览、一种精美文创产品、一
堂长城公开课、一次长城主题研学……
今天，长城以各种形式走进百姓生活、
走向国际舞台，长城精神在新时代愈加
可亲可感、入心入魂。

根据《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方案》，到今年底，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任务基本完成。让我们离
长城近一些、再近一些，深入这个传承
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走廊、中华民族共
有精神家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文化
和旅游体验空间，感受它的壮美、厚重，
续写它的伟大、恒久。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新年戏曲晚会在京举行
（上接第1版）“姹紫嫣红新时代，五星
烁烁耀东方……”戏歌《文化之光》将
晚会气氛推向最高潮，唱出了广大戏
曲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
领，坚定文化自信、投身建设文化强国

的豪情壮志。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赢
得全场阵阵喝彩和热烈掌声。

整场晚会名家荟萃，优秀传统剧
目与新创佳作交相辉映，展现了新时
代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繁荣气象，唱

响了逐梦新征程的时代凯歌。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领
导同志、国务委员、全国政协部分领导
同志，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观看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