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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人类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追
求。70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沿着社
会主义道路奋楫扬帆，以坚实的步伐向
着共同富裕笃定前行。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
代，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新的丰
富与发展。

《中国式共同富裕：理论、实践与
政策选择》（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书，
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理论解读和实践分
析，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理
论基础、深刻内涵和实践路径。全书统
筹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政
策逻辑，共分为理论篇、实践篇、案例
篇和政策篇四大部分。

理论篇兼顾理论与历史逻辑，回顾
共同富裕思想的起源和探索历程。在理
论逻辑上，作者追根溯源，以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阐释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思
想缘起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
社会的美好设想，指出共同富裕社会
将实现人们精神世界极大提高，在

“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中，人类将成
为自己的主人，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作者在追溯马克思、恩格斯共
同富裕思想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
私有制的内在矛盾和弊端，并说明了未
来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原因。

此外，该书还指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公
平正义的分配方式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
提和基础。

在历史逻辑中，作者梳理中国共产
党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回望历史，
作者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不懈
探索，彰显了其坚定的追求。立足新
时代，作者创新性地将新时代共同富
裕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科学归纳，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
要论述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层面精准
解答了“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实
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以及“怎样实现
共同富裕”的时代之问，在继承发展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对马克思
主义共同富裕理论进行了丰富和补充。

实践篇回归现实，根植于中国式共
同富裕这一时代命题，论述中国式共同
富裕实践的进展与挑战。作者分别从中
国式共同富裕的区域协调发展实践、城
乡融合发展实践、产业协同发展实践、
收入分配制度实践展开研究，每章都按
照各个领域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
意义、当前已经取得的主要进展与面临
的主要挑战、未来按照共同富裕目标推
进相关工作的建议这一结构展开。作者
在论述中统筹兼顾各区域、各产业、各
阶层，深刻体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的重大原则，让现代化建设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案例篇，作者通过浙江省的实
例，展示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的具体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
了可借鉴的经验。从滨富特别合作示
范区共同富裕跨区域产业协作模式的
探索，到滕头模式“三位一体”拓宽
乡村振兴的共富之路；从建立乡村振
兴学院向全国传授基层发展经验，到
遂昌“未来乡村”建设撬动山区“三
生共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共同
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现代
化模式的本质特征。

政策篇高屋建瓴，指明中国式共同
富裕的前行道路。作者基于对共同富裕
理论的思考，结合中国式共同富裕的先
期探索，提出了中国式共同富裕的目标
体系和政策建议。作者立足于共同富裕
目标的内涵，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
居民收入与财产、公共产品可及性、人
民生活质量、收入分配公平度和生命健
康七个方面，设计了能够衡量共同富裕
目标的指标体系。书中描绘的实现中国
式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留给人们对将
来的无限遐想，激励全体人民为实现中
国式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懈
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
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
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
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打赢了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
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共同富
裕是一个长远目标，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仍然突出。该书适时明晰了中国
式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践路径，唯有脚
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完成共同富裕
从蓝图到实景的历史转变。

《中国式共同富裕：理论、实践与政策选择》

从本质特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孟远

联共（布）、共产国际既对中国革命
作出了重大贡献，又曾因其错误指导给
中国革命造成严重损失。

联共（布）是苏联共产党的名称，其
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18年3月，党的
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
称俄共（布）；1925年12月，俄共（布）改
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
联共（布）；1952年10月，联共（布）改称
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这里的共产国际指的是第三国际，
成立于1919年3月，是世界各国共产党
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

《拨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
国革命》（中共党史出版社） 正是作者
王新生在较早接触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而
撰写完成的。作者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
工作期间，所在的第一研究部正在全力
翻译、编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
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能够第一时
间看到研究成果。作者在该书后记中提
到：“没有这套丛书，我就没有也不可
能在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研究领域取得这些学术成就！”

作者自 1997 年发表第一篇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论文，一
点点积累，结集成册出版。该书有以下
特点。

多维度关注联共（布）、共产国际
与中国革命问题。该书既有关于共产
国际机构的分析，如 《共产国际驻华
机构——远东局》，又有联共 （布）、
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史上重要人物关系的
文章，如《中央苏区时期共产国际与毛
泽东的关系》《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传
达共产国际指示析论》《关于盛世才秘
密加入联共和中国共产党问题》。当
然，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
道路以及对中国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
的指导与影响更是作者关注的重点，如

《共产国际与中国式建党道路》《共产国
际与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另
外，作者着眼细节，从细微选题处关注
联共 （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如

《中央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
际的电讯联系》等。

以史料为依据，抽丝剥茧，采用史
料实证的方法阐述观点。如关于共产国
际对朱毛红军的认识过程，作者在《共
产国际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一
文中，通过对不同时间档案材料的分
析，阐明了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认识的
发展过程。当时，联共 （布）、共产国
际了解中国革命情况，主要是通过其驻

华机构和代表以及中共中央的报告，由
于报告层层传递，费时较久，所以得到
的信息有时是滞后的，与中国革命发展
的情况是不一致的。如从1927年7月至
12月，联共 （布）、共产国际有大量的
文件涉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而提到
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部队则很晚。从历
史事实来看，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者
抽丝剥茧，一点点用史实还原事实，以
实证的方式说明其中的缘由，并阐释清
楚了共产国际不同阶段对朱毛红军的不
同认识。

体现党史研究党性和科学精神相统
一的原则，力求学术性、思想性、生动

性于一体，给读者以启迪。作者不是停
留在铺陈档案资料和简单反映史实的程
度，而是从档案资料和史实出发，坚持
党性原则和科学精神相统一，对史料加
以精当阐述与分析，给读者呈现正确党
史观。如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式建党道
路》 一文中，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
导，中共中央片面追求“工人化”，党
的六大后，农村的革命斗争受到很大
限制。那么，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误
区在哪里呢？作者从“把完成现阶段
革命的任务和党的建设相割开”“将知
识分子出身的领导成员和‘左、右倾
错误画上等号”“对中国工农本身的优
缺点认识不足”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
述，得出如下结论：共产国际在指导
中国共产党进行自身建设时，是按照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忽视中国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特点；共产
国际简单地将这些错误归之于知识分
子领导者的原因；在当时的中国，无产
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
的压迫，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
级比起来，革命性更强，但大多数来自
破产农民，又有自身的不足之处。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
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逐渐
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
道路。

《拨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拨开历史迷雾 辩证三方关系
□姚建萍

当我们的指尖抚过《图画新中国——
典藏新年画特辑》（河北美术出版社） 这
本沉甸甸的画册，触碰的不仅是纸张的
肌理，更是一个民族在时代转折处的集
体心跳。那些鲜活的年画——朱砂染红
的劳动号子、靛蓝流淌的江河新貌、金
粉点亮的万家灯火，早已超越装饰的范
畴 ， 成 为 镌 刻 在 民 间 的 史 诗 。 70 多 年
前，艺术家们以画笔为犁铧，在传统年
画的土壤里播下新中国的第一粒种子；
而今，这些重见天日的画卷，正带着泥
土的芬芳与时代的体温，向世界诉说一
个古老文明如何在裂变中重生。

翻开橘色装裱的封面，1951 年的阳
光穿透时光扑面而来。这些作品不是简
单的政治图解，而是一场民间美学与革
命话语的盛大对话。在 《五谷丰登》 饱
满 的 构 图 里 ， 泛 黄 的 色 调 化 作 层 层 麦
浪，农妇衣襟上的石榴花与合作社的谷
仓交相辉映。杨柳青的粉本线条拥抱苏
联构成主义，月份牌的擦笔水彩浸染太
行山朱砂，木版年画的吉祥纹样生长出
拖拉机的钢铁骨骼……那些曾被历史尘
埃遮蔽的细节，此刻在放大镜下纤毫毕
现，这恰似一个隐喻：新中国的视觉基
因，正是在对传统的覆盖与转化中破茧
而生。

本书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不仅是画
作的集合，更是一部用色彩书写的民族
志。赵望云 1950 年的 《妇女识字班》 体
现妇女集体学习的场景，是新时代妇女
的集体亮相，除了生动的人物布局和形
象，其中母亲哺乳等细节描绘，体现出
艺术家在年画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态度。

《土地改革》 让农民翻身成为土地的主
人，正是农民对新中国主人地位身份认
同的映射。当我们凝视这些图像，看见
的是扫盲夜校里煤油灯晃动的光晕、土
地改革时锄头翻起的泥浪、边疆建设中
马蹄踏碎晨霜的轨迹。

这本书的装帧试图反映艺术与历史
的回望。装帧形式保留了展陈痕迹和递
藏流转，指尖摩挲时仿佛触到 70 多年前
画作参加展览时用来固定的胶条。书中
泛黄的、带红蓝色字批注的历史文件，
恰似年轮记载一棵文化之树的生长。这
种“痕迹考古”式的设计，让书籍不再
是冰冷的载体，转而成为承载生命温度
的时光胶囊。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今天，这
些半个多世纪前的年画给予我启示。更
令人深思的是新年画运动的传播网络：
奔驰在乡间的“流动展览车”，挂在炕头
的“年画识字卡”，这些深入生活的美育
实 践 ， 在 数 字 时 代 依 然 具 有 方 法 论 意
义，新中国的美学 DNA 始终在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中螺旋上升。

当 最 后 一 页 徐 徐 合 上 ， 那 些 朱 砂 、
石绿、藤黄仍在视网膜上跃动。这不是
一部怀旧的老相册，而是一面能照见过
去与未来的镜子——既倒映着新中国成
立初期街头巷尾贴年画的盛景，也折射
出当代青年在屏幕上触摸历史的瞳孔。

70 多年前，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用年
画为民族精神赋形；70 多年后，这些质
朴鲜活的图像，依然在为我们这个时代
的文化创新提供能量。那些画中人的笑
容、劳动的姿态、丰收的期盼，早已沉
淀为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视觉原型。当
我们在 AI 中构建数字家园，在太空站遥
望地球时，或许会发现：所有关于美好
的想象，依然沿着这些新年画的色彩轨
迹生长。那些略带颤抖的笔触，分明是
历史的余温；那些重新苏醒的色彩，正
在等待为新的时代叙事调色。这部 《图
画新中国——典藏新年画特辑》，既是对
过往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的庄严邀
约——邀约每位读者，继续在这幅未完
成的时代长卷上，挥洒属于这个民族的
不朽丹青。

《图画新中国——典藏新年画特辑》

在色彩与线条中
重现一个时代的温度
□黄秋实

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新时
代信仰书简：与青年朋友谈理想信念》
（中国青年出版社） 的出版适逢其时，
围绕领悟信仰、笃定信仰、践行信仰、
砥砺信仰、坚守信仰五大主题，针对困
扰当代青年思想、事关铸魂育人根本的
35 个信仰难题，采用书信方式一一作
答，如话家常，教育引导青年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有理想、敢担
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该书是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坚定理想
信念、成长成才成功的鲜活读本，也是
广大青年思政工作者的有益参考，概而
言之有以下特点。

聚焦“国之大者”，紧扣为党育
人、立德树人根本命题。人民有信仰，
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培养时代新
人，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仰筑
牢精神之基，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新时代信仰书简》直面青年朋友们信
仰方面的新苦恼新困惑，有的放矢、深
度思考、平等交流。

权威专家与骨干教师倾心撰著，权
威解答，春风化雨。《新时代信仰书
简》 由知名思政课教育研究专家王学
俭、刘建军教授主编，来自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
四川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地质大
学 （北京）、东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
大学等高校的思政课骨干教师参与编
写。该书不是提供现成标准答案，而是
通过对话交流启发青年继续思考和探
索，找寻属于自己的信仰坐标，并在具
体行动中予以体现，以积极向上的信仰
追求指引自己学习、生活和成长，展现
时代新人的最美风貌。

突出问题意识，提出真困惑，启
智增慧。书中提出的 35 个信仰之问，
事关铸魂育人根本，既有关于青年信
仰的根本要求，比如，“为什么说新时
代青年要树立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念？”“青年人如何从内心深处厚植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党的信任、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也有关于青年信
仰的疑问困惑，比如，“没有信仰，就
不能够幸福地活着吗？”“当理想与现
实相矛盾时，我们是否要继续坚定理
想？”“我可不可以不追求崇高信仰，
只过好自己的平凡生活？”上述问题，
青年学生们在思政课上常常问及，日
常教学交流、邮件交谈、微信互动中
也时有表达，看似稀松平常或尖锐棘

手，却都无法回避。编写者搜集课堂
提问、整理邮件信息、梳理访谈交
流，找到较为突出的代表性问题，以
当时回答问题的谈话、交流、回信为
基础，进行再整理再加工。为了确保
问题的严谨性和代表性、回信的生动
性与可读性，编写组多次组织审读讨
论会，以便更好展示青年心路历程、
启发青年继续思考，回应青年重点关
切、展现信仰问题的重点内容。

长期深耕信仰主题，齐心协力、美

美与共，确保高质量。2012 年，刘建
军教授牵头组织全国多所高校的思政课
老师围绕青年大学生信仰方面的认识问
题，采用书信体形式编写《信仰书简：
与当代大学生谈理想信念》，由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入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双百”出版工程重点出版
物，获评第五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受
到思政课师生好评和社会广泛关注。十
几年来，编写、编辑团队持续追踪深耕
青年信仰问题，认真调研，确保所选问
题的严谨性、代表性，组织召开编写
会、审读会、改稿会，反复修订打磨，
运用生动案例将抽象哲理化为可亲可感
的点拨与提醒，让读者于轻松阅读中获
得思想启迪与人生智慧。邀请资深设计
团队担纲书籍装帧，确保制作精良，打
造广大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成长成才成功的鲜活读本。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
在青年。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信仰问
题是关乎青年群体个人未来成长发展
的核心命题。青年朋友的发问和思考
不会停止，我们的探索和回应也不会
止步。正如书中所说，对话让信仰问
题变得触手可及，也让我们与青年朋
友一直在一起！

《新时代信仰书简：与青年朋友谈理想信念》

筑牢青年信仰之基
□彭慧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