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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
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
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对发展全过
程 人 民 民 主 指 明 方 向 路
径、作出战略部署。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我
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发 展 道
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切实推动全过程人民
民 主 建 设 不 断 取 得 新 突
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
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广泛开展，人民当家作主
更为扎实，基层民主活力

增强，爱国统一战线巩固
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
新气象，人民奋斗新时代
的热情和力量得到极大激
发 和 凝 聚 。 实 践 充 分 证
明，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
性，是全链条、全方位、全
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
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
民主。我省始终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 关 于 保 障 人 民 当 家 作
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
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广泛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
为推进新时代吉林振兴发
展汇聚起了强大合力。

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我

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
实践中成长，也必将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中不断发展。新
时 代 发 展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
制度体系，扩大人民有序
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
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
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
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
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
结的政治局面。要加强人
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坚
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
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
治制度，拓展民主渠道，丰

富民主形式，确保人民依
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 化 事 业 ，管 理 社 会 事
务 。 要 全 面 发 展 协 商 民
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
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
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
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健
全各种制度化协商平台，
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
度化发展，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要积极
发展基层民主，健全基层
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
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

度体系和工作体系。要巩
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完善大统战工作
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
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

新征程上，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发展更加广泛、更加
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
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人民
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
人民创造活力，我们就一
定能最大限度凝聚起热爱
吉林、建功吉林、奉献吉林
的磅礴力量。

（转自《吉林日报》）

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着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吉林日报》评论员

本报讯（记者 咸凯慧 陈博琳 陈兴
权）时值初冬，黎明前的旷野大地，寂静又
寒意阵阵。4时许，远处一束灯光的忽明
忽暗，逐渐点亮整个村庄。少倾，一辆辆
满载牛粪的电动车陆续驶出村庄，开始向
畜禽粪污收集池送粪。

这是 11月 7日记者在东辽县白泉镇
仁爱村3组目睹的场景，也是该县36座下
卧式畜禽粪污收集池建成后，出现的新画
风。

国家环保政策调整后，养殖门槛陡然
升高，阻碍了部分农村养殖散户的发展脚
步，全县养殖总量萎缩。

为破解养殖与环境保护“顶牛”难题，
避免养殖散户在环保政策下遭“困毙”。
2017年以来，东辽县委县政府多次组织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主动把农民
的困难揽在自己身上，先后投入专项资金
和奖励资金1800余万元，建成各类粪污处
理设施1700余座，从源头化解了养殖与污
染的矛盾，消除了农民发展养殖业的后顾
之忧。

早起送粪的仁爱村 3组村民王德宝
说，两年前我还担心不让养。现在顾虑没
了，还多抓了牛。

在农村，村民热衷养牛的主要原因是
管理方便，饲料易得且收益高。

刚刚脱贫的许世宝，在蓄粪池建成后
开始养牛。他说：“具体的账我没细算，但
感觉养牛比种地来钱。今年，我包了 7.5
垧地，一年估算下来也就能剩 4万多元。
但两年前买的 2头牛已变成了 6头，再有
几个月，一头小母牛就能卖到15000元。”

同村任文举是老庄稼人，现养牛 11
头。他说，我原来就养牛，但最多时才养
俩，主要原因就是牛粪没处放，堆哪都招
人烦。尤其是夏天，太阳一晒，臭味能熏
出一百米。现在，我一天早晚两次送粪，
家里没味，邻居也没意见。

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刘贵权说，仁爱
村目前肉牛存栏近 500头，按每头成龄牛
年排粪 3吨计算，基本可满足该村粪污收
储需求。他还告诉记者，东辽县从2019年
开始建设下卧式畜禽粪污收集池，目前已
建成 36座。为确保畜禽粪污收集池常年
正常运转，县政府正积极安排有关单位接
手粪污转运工作，近期将得到落实。

仁爱村党支部书记于秀芬说，现在，
村里很多家都张罗着抓牛。她还说，粪污
收集池实际就是畜禽的“公厕”，既解决了
牛粪无处放的问题，又给种地大户提供了
免费肥料，一举两得。

走在仁爱村，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苞
谷香气，曾经的“农村味”烟消云散。

破解畜粪污染难题 消除村民养殖顾虑

东辽县将养殖“痛点”
变 为 发 展“ 亮 点 ”

由传统庭院经济演化而来的农村养
殖业，早已成为农民致富的更多选择。但
是，环保新政的出台，给蓬勃发展的农村
养殖业升高了门槛。

是弃养？还是涅槃重生？养殖户的
态度仅仅是一个方面，对地方政府服务人
民的意识检验才是关键所在。

面对高额的环保投入，东辽县在财政
吃紧之际，果断决策，毅然将属于农民自
身的困难，主动承接到政府手中，消除了
养殖户的后顾之忧，营造了畜禽养殖广阔
空间，展示了决策者的担当精神和爱民温

情。
常有人说：领导抓啥有啥。其实，背

后的原因又有几人知晓？
东辽县有 234 个行政村，按每村建

1—2个下卧式畜禽粪污收集池计算，目前
的 36 个只能算刚刚起步，未来的建设费
用，加上维护和粪污运输费用，是常人难
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其难度可想而知。

与民同心，才能与民同行。东辽县相
关领导能与百姓换位思考，忧其所忧，并
舍得在农民身上花钱，自然能换来百姓的
掌声，赢得百姓拥戴。

与民同心 才能与民同行
陈兴权

短评

近来，一项重大文化工
程的最新进展吸引国人目
光：

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主题、以思想史为基本线
索的《复兴文库》出版发
行，旨在系统反映中华民族
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
的光辉历程。

“修史立典，存史启
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
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
统。”习近平总书记为这部
卷帙浩繁的丛书作序，指出
这部典籍的出版，对于我们
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
势、走好中国道路，以中国
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为何要编纂出版这样
一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编纂团队怎样组成？选编
标准如何确立？日前，新华
社记者独家专访《复兴文
库》编纂出版方有关负责
人，帮助读者更加深入了解
这部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铭刻历史，记录复兴之
路

在全党全社会喜迎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
《复兴文库》亮相“奋进新
时代”主题成就展。展柜
前，人们驻足观看这部刚刚
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复兴
文库》序言中强调，中华民
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为
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
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
梦想。

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一代代中华民族
的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女探
索、奋斗、牺牲、创造，留下
了大量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和时代意义的珍贵文献。

从《开眼看世界》到
《新文化运动》，从《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
大事变》到《为实现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为历史转折作准备》……
《复兴文库》已经出版三编
共计 37 卷、195 册，6190 万
字，时间跨越百余年，字里
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
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编 纂 出 版《复 兴 文
库》，是党中央批准实施的
重大文化工程。在中央有
关部门的统筹指导下，成立
《复兴文库》编委会，原中
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
究著名专家金冲及任总主
编，郑师渠、张海鹏、陈晋、
张树军、谢春涛、张宏志担
任副总主编，集合国内有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组建各编
编委会承担具体编纂工作，
中国出版集团所属中华书
局承担编辑出版工作。

《复兴文库》精选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相关的重要文
献，按历史进程分为五编：

第 一 编 集 中 选 编
1840—1921年，体现民族觉
醒意识、思想启蒙与思想解
放、探索救亡图存、推动民
主革命、传播进步思想的重

要文献，重在展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与逻
辑起点；

第 二 编 集 中 选 编
1921—1949年，记述中国共
产党携手各阶层各党派进
步力量、团结带领中国人
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
建立新中国而不懈奋斗的
重要文献；

第 三 编 集 中 选 编
1949—1978年，记载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
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
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
刻的社会变革的重要文献；

第 四 编 集 中 选 编
1978—2012年，记录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革
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
展的思想和体制障碍，开
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重要文献；

第五编集中选编 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
治国理政实践中创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开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的重要文献。

日前，《复兴文库》第
一至三编已出版发行，第
四、五编正在编纂。

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
来者的奋斗。

皇皇巨制，既致敬一代
代仁人志士追寻复兴的百
年求索，更激励中华儿女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团结奋斗。

精益求精，打造传世之
作

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文
化工程，《复兴文库》编纂
启动伊始即明确目标要求
——“倾力打造无愧于民族
和历史的传世精品”。

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周绚隆介绍，在有关
部门的指导帮助下，早在
2017 年，《复兴文库》编纂
的前期工作便开始进行。
在两年时间里，中国出版集
团和中华书局多次组织专
家论证会，讨论、拟定编纂
大纲。

2019 年 1 月，《复兴文
库》编纂出版工作正式全面
启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即提出，要按照最高标准、
最高要求，精雕细琢、反复
打磨，使《复兴文库》成为
文献选编出版的重要范本。

各方团结拼搏、合力攻
坚，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和
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

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
——

在内容选择上，《复兴
文库》确定围绕民族复兴主
题，重点收录反映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要
文献。其中，既有曾经发表
和刊布的文献集成、档案选
辑、个人著述，也有报刊文
章、通讯报道等。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历
史文献中挑选出符合专题
思想史文献汇编总体定位

的书稿？如何确保所收文
献的准确性？

编委会介绍，在《复兴
文库》编纂过程中，始终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秉持正确的历史观、党
史观；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彰显主流价值，弘扬正
道正气，贯穿体现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
化观；始终坚守思想品质、
文化品位，紧扣主题、优中
选优，以扎实的学术研究和
严谨的文献整理为基础，严
格筛选、审慎编排。

《复兴文库》编委会制
定了具体详细的编纂体例、
编校规范，还设置了各编
《编选说明》《史事纪略》，
介绍本编所处时段大致的
历史线索和发展脉络、所收
文献的历史背景等内容，为
读者阅读使用提供便利。

秉持精益求精的态度
——

中华书局复兴文库编
辑部里，一列列书架上摆满
了厚厚的《复兴文库》校
样，几乎每页纸上都密密麻
麻写有各种标注。

“《复兴文库》时间跨
度大、文献类型多样、底本
情况复杂、语言风格各异，
有图表、乐谱，有未经深度
整理、需要施加新式标点的
文言文，也有个别涉及甲骨
文、金文等古文字，内容极
其广泛，编辑难度很大。”
复兴文库编辑部成员朱兆
虎说，“历史文献的整理，
要忠实于历史，忠实于底
本，多核多查，精审细校，
只有这样才能让《复兴文
库》以高质量高水准呈现在
读者面前，才能真正经得起
时间检验。”

发扬团结奋斗的精神
——

全五编包含 60 多卷、
300多册、1.1亿多字，《复兴
文库》编纂出版工作规模庞
大、任务艰巨。

时间紧、任务重。中华
书局副总编辑李占领介绍，
编辑团队不断优化审校流
程，日常审读与集中编校相
结合，内部审校与外部支援
相结合，从编辑、校对到设
计、印制等各环节，多方协
作、共同努力。

《复兴文库》编委会还
邀请权威部门、学界专家进
行多轮审读把关，中国出版
集团协调多家出版单位支
援审读和编校工作，前后参
与《复兴文库》编校工作者
多达百余人，最终确保了
《复兴文库》按时保质保量
和广大读者见面。

盛世修典，彰显文化自
信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
强则民族强。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
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
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专家认为，《复兴文
库》第一至三编的出版具有
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
义。

——高扬思想旗帜凝
聚精神力量

信仰、信念、信心，是
指引和支撑中国人民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强大
精神力量。

《复兴文库》总主编金
冲及表示，《复兴文库》以
丰富翔实的文献，全景式
记述了以中国共产党人为
代表的中华优秀儿女为实
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而不懈求索、百折
不挠的历史足迹，集中展
现了影响中国发展进程、
引领时代进步、推动民族
复兴的思想成果，深刻揭
示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历史逻辑、思想源流
和文化脉络。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
更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金冲及说。

——坚定历史自信把
握时代大势

《复兴文库》副总主
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
委员张海鹏认为，我们党
从一开始就能用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武器，明确自己
的奋斗目标，总能在中国
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审
视国际国内形势，发挥历
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方
向 ，朝 着 既 定 的 目 标 前
行。“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以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复兴文库》是一
部值得重视的历史文献，
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走好中
国道路的精神力量。”

“坚定历史自信是一
个民族永葆自信力的基
石。编撰本书继承了我国
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目
的是助益于进一步推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发
展。我们要从坚定历史自

信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
握历史主动，不断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走好中国道路。”《复兴文
库》副总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师渠
说。

——弘扬中华文化彰
显文化自信

在中华民族 5000 多年
连绵不断的文明史中，大型
文化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载体，在弘扬优秀中华文
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等
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复兴文库》副总主
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表示，
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能够
激发我们走好中国道路的
历史主动和精神力量。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
国叙事体系”，编纂出版
《复兴文库》就是体现这一
新时代文化要求的重大举
措，彰显新时代的历史自信
和文化自信。

“时代是出卷人，身处
其中的每个人都是答卷
人。无数先辈用行动，甚至
是生命和鲜血，在中华大地
上写就了自己无悔的答
卷。现在，时代之笔交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周绚
隆表示，《复兴文库》体现
了新时代中国自信自强、守
正创新的文化气度，鼓舞着
复兴之路上坚定前行的步
伐，“我们要努力创造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
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
部鸿篇巨著续写崭新篇
章！”
（新华社北京11月16日电）

修史立典 存史启智 以文化人
——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编纂出版记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王鹏

奋进正当时奋进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