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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乡，这是一片孕育英雄、培育英雄的土地。
地处孔孟之乡山东济宁的金乡，历史上曾涌现出

多位英雄人物。如今，金乡县的王杰村有一座风格独
特的纪念馆，苍松翠柏环绕的馆内，英雄战士王杰的雕
塑巍然屹立。

王杰，1942年出生，山东省金乡人。
听着黄继光、董存瑞等战斗英雄故事成长的王杰，

从小就崇尚英雄。1961年8月，王杰放弃了读高中的
机会应征入伍，被分配到当时的济南军区装甲师某部
工兵营1连。

入伍后，王杰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并连续3年被评
为“五好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当兵4年，王杰写下
了23本、总计超10万字的心得日记。

1965年7月，王杰在组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包
意外爆炸。危急关头，年仅23岁的王杰为保护在场的
另外12名民兵，用身体扑向炸药包，挽救了其他人的
生命，而他自己以身殉职，壮烈牺牲。

2009年，王杰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2019年9月25日，王杰被评为新中国

“最美奋斗者”。
56年来，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两不怕”

革命精神被广为传颂。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王杰精
神，当地政府于1968年将王杰的出生地华堌村改名为
王杰村。如今，王杰广场、王杰中学、王杰班、王杰少先
队、王杰示范岗，无论在军营还是在地方，处处都能看
到王杰精神的发扬光大。

成立王杰精神研究会，积极编写王杰精神党员干
部读本；依托王杰村王杰烈士纪念馆、王杰故居旧址等
红色文化资源，规划建设王杰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中心，
组织当地党员开展“弘扬王杰精神、争做时代先锋”主
题党日活动……一系列学习王杰精神的活动，在英雄
的家乡蓬勃开展。

王杰生前的日记，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
王杰纪念馆的墙壁上，张贴了一些摘抄下来的话语，供
后人瞻仰——“为了党，我不怕进刀山、入火海；为了
党，哪怕粉身碎骨也甘心情愿。”“我一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干什么工作都要一心
一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埋头苦干，踏踏实实。有了
成绩不能骄傲，遇到困难不要失掉信心。”“我们要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除了“两不怕”精神，王杰曾写在日记中“在荣誉上
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的“三不伸
手”精神，也让许多干部群众深受触动。

“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
贵精神财富。”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杰班”始终继
承和发扬“王杰精神”。转型以来，“王杰班”战士个个
熟练掌握11种打击火器，在全旅率先人人取得通信、
射击、驾驶3大专业的等级证书。前不久，旅组织装甲
步兵专业考核，“王杰班”在全旅建制步兵班中综合排
名第一。

（新华社济南5月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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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今天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历经百年风雨洗礼，站在新的时空坐标，中国共产党正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时代担当，携手世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情怀·使命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
政党”

2017年12月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面对来自120多个国家的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

娓娓道来——
“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走来、依靠人民发展壮大，历来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不

仅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而且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随行记者如是描述中国共产党

的政治中枢：在这里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
百年间，正是怀着一颗滚烫的为民初心，中国共产党把一个积贫积弱、任人宰

割的旧中国，逐步发展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愈来愈幸福、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大国。

计利当计天下利。这一份为民情怀，始终同恢弘的世界视野相互映照——
回望百年前，华夏大地风雨如晦。心怀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

族的未来，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筹划着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他们的宣言激昂雄壮：“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呀！前进呀！共
同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穿越历史风云，天安门城
楼上的巨幅标语，在金瓦红墙映衬下熠熠生辉。

这样的天下情怀一以贯之，这样的探索实践一往无前——
上个世纪中叶，中国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壮大了世界和

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广

大亚非拉国家仗义施援，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不

断促进同各国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进入新时代，中国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几个月前，中国第28批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

医师仝小刚，把生命的最后精彩挥洒在了非洲这片热土。
1968年，北京市派出第一批援非医疗队员，仝小刚的岳母就在其中。
跨越山海、纵横时空，任凭风云变幻，亘久不变的是大党大国胸怀天下的真挚

情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

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

求索·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
供中国方案”

“中国的70后、80后、90后、00后走出国门，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让很多人感慨万千。

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们不会忘记曾经的苦难和屈辱。
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
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为了救亡图存，中国人尝试了几乎所

有的政治模式，但都没有成功。
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一个历经沧桑的古老民族，终于看到伟大复兴

的曙光。
百年来，正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接续创造出开天辟地、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

从“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到建成世界上最完
备的工业体系、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到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社会
保障网络……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以前的中国，而是一个成就斐然、欣
欣向荣的国度。”斯里兰卡驻华大使帕利塔·科霍纳说。

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世界的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不仅致力于办好
自己的事，还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无偿援助、优惠贷款、技术支持、人员支持、智力支
持，建成大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项目；

一代代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人员、医务人员、教师、普通职工、志愿者
等走出国门，同发展中国家民众肩并肩、手拉手，帮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

今年2月，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告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几个月后，来自云南脱
贫村民的一份特殊礼物，送到了联合国。

咖啡豆、古树茶、手工刺绣，三件战胜贫困的珍贵见证，摆放在五星红旗与联合
国旗帜之间，向世界诉说着中国的减贫故事。

“中国的重大成就，为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更加美好和繁荣
的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这样表达中国的雄心壮志：“中国应当对于人类

有较大的贡献。”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展望未来中国：“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

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

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
面向未来，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人

信心满怀。

担当·未来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如今，当世界来到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时代之问更显现实而迫切：单边主义与
保护主义持续搅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不断扩大，“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频频发生……
种种乱象、重重挑战面前，人们的焦虑感从未如此强烈。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对时代之问，中国共产党人清晰作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

享”。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再到纽约、日内瓦联合国讲

坛……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渐次铺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涵日臻
丰富。

倡导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一个
个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化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行动与
普遍实践。

“中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了一条合作共赢、共建共享的文明发展新
道路。”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说，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也是改变世界的“伟大
创造”。

前行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当历史走向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一种前所未
知的新型病毒，突袭全球多国多地，令人们措手不及。

面对世所罕见的危机，人们能否做到超越一己私利？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该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危急时刻，世界看到大党大国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担当——
发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抗疫和恢

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援助；推动疫苗成为发展中国家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产品……
2021年4月30日，巴基斯坦苏吉吉纳里水电站。随着二期截流成功，大坝进

入全面施工阶段。作为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水电站建成投产
后每年可向巴提供32.12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提升基础设施、注入发展动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态环境……从亚洲到
欧洲、从非洲到拉美……在世界许多地方，共建“一带一路”正帮助无数的人们
梦想成真。

时光流逝，信念永恒。
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走过百年非凡历程，立志千秋伟业、

胸怀人类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正无惧风雨，向着新的壮阔征途奋勇进发。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雷锋：不朽的精神丰碑
●梅世雄 刘敏

辽宁抚顺雷锋纪念馆东北一隅，青松翠柏环绕之
中，雷锋同志的墓碑庄严肃穆。

今年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向
长眠于此的雷锋同志敬献花篮。旁边的展厅内，一篇
篇饱含真情的雷锋日记、一件件用到极致的生活物品，
无声诉说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家喻户晓的感人
故事。

1940年12月18日，雷锋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
户贫苦农民家里。

“解放前，雷锋备受地主压迫，不满7岁就成为孤
儿。”雷锋纪念馆讲解员闵宇宁告诉笔者，1949年湖南
解放后，雷锋在党和政府关怀下，上了学、读了书，还加
入了共青团。

1956年，小学毕业后，雷锋回到简家塘生产队参
加农业生产，从生产记工员、乡政府通信员，成长为县

委公务员和团山湖农场的拖拉机手。
1958年，雷锋立志投身“祖国最壮丽的事业”，毅

然来到工作环境和气候条件都很不适应的辽宁鞍钢，
从学徒做起，一步步成长为模范工人。

1959年，鞍钢决定在弓长岭兴建一座焦化厂，雷
锋不但第一个报名，还带动一大批年轻人来到这里。

1960年1月8日，雷锋光荣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逐步成长为一名伟大的共产主义
战士。1960年11月8日，雷锋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兵下连后，雷锋被分配到了运输连。在分配汽
车时，雷锋主动向连里申请了一辆磨损严重、耗油量大
的苏制“嘎斯51”型卡车，通过精心保养和排查“病
因”，把它变成了全连的“节油标兵车”。1960年8月，
抚顺上寺水库遭遇洪灾，雷锋在手臂受伤的情况下，与
战友们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圆满完成抗洪抢险任务。

日常训练期间，雷锋刻苦练就各项战斗技能，还挤
时间学习党的理论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休息时间，他
帮战友洗衣服、缝被子，给孩子当课外辅导员，还为群
众做好事，一心一意服务党和人民。

两年多的军旅生涯中，雷锋先后立二等功1次、三
等功2次，获得了“五好战士”“节约标兵”“少先队优秀
辅导员”等荣誉。

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殉职。1963年1月，
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
日，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2009
年，雷锋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如今，雷锋是10位全军挂像英模之一。

闵宇宁说：“在年仅22岁的生命历程中，雷锋用看
似平凡的人生实践，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
人民服务中，铸就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半个多世纪以来，雷锋精神薪火相传，一批又一批
雷锋式的先进典型不断涌现，书写着不同时代的雷锋
故事。

“雷锋精神是永恒的。”雷锋生前所在部队排长薛
三元说，“我们要做雷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
在祖国大地上，在新时代强国兴军伟业中贡献自己的
力量。”

（新华社沈阳5月26日电）

王杰：英雄精神永流芳
●李清华 高腾

谋 求 大 同 的 天 下 情 怀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世界篇”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潘洁 王宾 马卓言

雷锋像 新华社发

王杰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