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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祝贺默茨当选德国联邦总理

李强同科斯塔、冯德莱恩互致贺电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莱恩就中欧建交 50 周年互致贺电

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

责编：刘杰 组版：邢圃 校对：高云

本报讯 （记者 唐冰）5 月 6 日，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传达

中央层面印发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典型案例通报，研究贯彻落实

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徐新荣主持

会议。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中共中央

政 治局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

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凝聚

社会各界对经济回升向好的共识和信心，

助力会议精神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强劲动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 100周年暨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广大政协委员

向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学习，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把爱国

之志、为民之心融入调查研究、视察考察、

民主监督等履职活动中，持续为改革凝聚

人心、汇聚力量。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十五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对省政协“认真总结‘十四五’、

科学谋划‘十五五’”专题调研情况进行

再梳理、再完善，努力做到言之有物、

言之有理、言之有据，为省委、省政府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贡献政协智慧

和力量。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反对“四风”

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不懈纠

“四风”、转作风、树新风。要扛牢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把纠治“四风”问题

作为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坚持开门教育，

坚持标本兼治，坚持以案促改，一体推进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巩固发展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会议还研究了《省政协党组向省委

请示报告事项清单》《省政协十三届三次

会议重点提案遴选情况和督办工作实施

意见》，交流分享了考察调研成果。

省政协副主席李兴旺、杨冠军、张晓光、

孙科、范九伦、李忠民、高岭和秘书长王刚

出席会议。

徐新荣主持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主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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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婧

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是“家事”，更是“国事”。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据统计，截至 2023年底，陕西 60岁

以上老年人口达85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

总数的21.6%，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如何在“十五五”时期，紧抓养老事业

发展的重要“窗口期”，进一步推进陕西

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报特邀 3 位

政协委员就此话题积极建言。

【本期嘉宾】
司冬梅 西安市碑林区政协委员、

碑林区第三爱心护理院院长

王彦平 省政协委员、省中华职教社

副主任兼秘书长

郑远元 省政协委员、远元集团

董事长

加力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质量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健康需求

升级，医养结合成为解决养老难题的

重要抓手。“无论是居家养老还是社区

养老，医养结合机构都能提供持续性的

照料服务，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需求。”

西安市 碑 林 区政协委员、碑林区第三

爱心护理院院长司冬梅介绍说，目前

我省已建成各类养老机构及服务设施

1.78万个，其中居家养老服务设施1.68万个，

城市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达93.8%，拥有

各类养老床位 33万余张，虽然总体数量

已初具规模，但医养服务质量仍有待

提升。

司冬梅建议，积极创新探索医养

结合机构的服务模式，通过加强医养机构

与各级医院的合作，建立紧密的医疗

网络，为老年人提供定期的健康检查、疾病

预防、慢性病管理和紧急医疗救援等

服务。加强专业医疗团队建设，引入现代

科技手段，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

以满足不同老年人的健康需求。医养

结合机构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通过

开展健康宣教活动，提升老年人的健康

素养和自我保健能力，以更加全面、专业的

服务为老年人保驾护航。

为进一步促进医养结合机构健康

发展，司冬梅建议，加大政策引导力度，

通过构建行业标准，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有力的政策措施，推动整个行业规范化

运作。此外，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

对医养结合机构进行定期评估检查，

同时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考核，

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养服务。

打造高质量养老人才队伍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是养老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省出台加强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开展

护理员职业等级认定和老年人能力评估师

等级评定，培训养老护理员17.6万人次。

“我省在养老职业等级认定和培训

方面虽取得一定进展，但人才供给不足、

培养体系不健全、职业吸引力不强等仍是

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省政协委员、

省中华职教社副主任兼秘书长王彦平为此

建议，优化专业布局，创新培养模式，

加 强继续教育，实现人才培养与就业

无缝对接；推进智慧养老人才培养，建立

省级智慧养老实训中心，加强复合型人才

培养，推动智慧养老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应用；深化区域协同与国际合作，建立

西北养老人才联盟，打造具有陕西特色

的养老服务人才高地。

针对职业吸引力不足问题，王彦平

建议，继续强化政策激励与职业保障，完善

薪酬体系，为养老护理员提供晋升机会

和职业发展空间，提升其职业荣誉感和

归属感，进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

养老服务行业；强化组织保障，加大财政

投入，完善监测评估，建立养老服务人才

需求动态监测平台，为相关部门、高校及

职业院校提供数据支持，确保人才培养

与市场需求紧密衔接，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和高效配置。

破解老年人数字鸿沟之困

“随着科技进步和老年人消费观念的

转变，科技养老产品已成为提高养老质量

的得力助手。但由于数字鸿沟、适老化设计

不足、产品费用较高等问题，科技养老

之路仍面临‘任重道远’。”围绕破解老年人

数字鸿沟之困，郑远元建议，开展由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的老年人数字

技能培训，推出老年人互联网教育、数字

扫盲等项目；加大对智慧养老产业的扶持

力度，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推动

更多科技养老产品的研发和推广，让更多

老年人享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

“技术是冰冷的，但养老必须是温暖的。”

郑远元建议，要深入调研老年人的需求，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养老领域的融合

应用，丰富适老数字产品的种类和服务

功能。在设计智能养老产品时，企业应贴近

老年人的需求和使用习惯，提高产品的易用性、

适老性，降低设施设备的操作难度，让科技

养老产品真正惠及广大老年人。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 6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互致贺电，

热烈庆祝中国和欧盟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欧盟是全面

战略伙伴，也是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

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

两大文明。建交 50年来，双方各层级、

各领域交往密切，对话合作成果丰硕，

人文交流有声有色，多边协调卓有成效。

中欧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

双边关系之一，为增进中欧人民福祉、

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关键十字

路口。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不仅

成就彼此，而且照亮世界。我高度重视

中欧关系发展，愿同科斯塔主席和冯德

莱恩主席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总结中欧关系发展经验，深化战略沟通，

增进理解互信，巩固伙伴定位，扩大相互

开放，妥处摩擦分歧，开辟中欧关系更加

美 好 的 未 来 。 中 欧 双 方 要 坚 持 多 边

主 义，捍卫公平正义，反对单边霸凌，

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推动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

全球化，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

更大贡献。

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 50 年，中国

实现历史上最快的持续经济增长。欧盟

和中国建立起广泛联系，成为彼此最重要的

贸易伙伴，为双方人民福祉和经济发

展繁荣作出贡献。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

和地缘政治变化的背景下，欧盟愿同

中国深化伙伴关系，加强交往合作，维护

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携手应对共同

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和可持续

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科斯塔、

冯德莱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

欧方一道，坚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稳定性、建设性、

互惠性、全球性，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

和正能量。

欧盟领导人表示，过去50年欧中关系

不断深化拓展。欧盟愿同中国一道，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维护多边

主义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弗里德里希·默茨，祝贺他当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习近平指出，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建交 53年来，

两国坚持互尊互信、平等相待的相处之道，始终走互利互惠、

共赢发展的合作之路，成长为携手并进、彼此成就的好伙伴，

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当今世界变乱

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但和平、发展、合作、

共赢仍是人间正道和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作为世界第二、

第三大经济体和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中德两国理当顺应

历史大势，坚守公平正义，深化交流互鉴，加强团结合作，

携手抵御疾风骤雨，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共同推动平等

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我高度

重视中德关系发展，愿同总理先生一道努力，秉持建交

初心，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交流合作，开创中德全方位战略

伙伴关系新局面，引领中欧合作正确方向，共同促进世界

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祝贺默茨当选德国总理，

表示中德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

斐然、前景广阔。平等互惠、合作共赢是两国共同作出

的历史选择，也是中德关系最鲜明的特色，值得双方精心

呵护和传承弘扬。我期待同你建立并保持良好工作联系，

深化交流、共促发展，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不断充实

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引领中德、中欧合作正确

方向。

李强向默茨致贺电

□ 新华社记者

有一种光辉，穿透历史的尘烟，永恒闪耀；有一种记忆，

如同文明的火种，永不熄灭。

80年前，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散尽，正义最终战胜

邪恶，人类在付出数千万生命的惨痛代价后，终于开启了构建

战后国际秩序、追求持久和平的新征程。

80年沧海桑田。今天的我们，站在前人难以想象的物质

文明高度，科技的飞速发展连接起天涯海角，全球化浪潮让

“地球村”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日益

动荡不安。当我们回望昨日的浩劫、思考胜利的意义时，

不能不警惕现实的回声：强权政治的幽灵并未远去，单边

主义的阴霾笼罩天空，分裂对抗的寒流冲击世界……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再次考验人类的智慧与抉择。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之际，重温那段硝烟

弥漫的岁月，是为了缅怀先烈的英勇牺牲，铭记和平的来之

不易，更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与智慧。我们该如何守护

80年前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如何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

挑战？又该如何凝聚共识，壮大正义力量，让昨日悲剧永不

重演，共同创造人类命运与共的光明未来？这，是时代赋予

我们的重大命题。

习近平主席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

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历史无法改变，但未来可以塑造。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

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

代代相传。

胜利的日子：鲜血铸就，永不磨灭

“24时整，我们走进了大厅，1945年5月9日开始了。”苏联元帅朱可夫

在自传《回忆与思考》中这样记叙。20多分钟后，德军将领凯特尔签署了

投降书。而在东方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湘西

会战正在展开。中国军队赢得了这场会战的胜利，加速了日本投降进程。

3个多月后，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主义和

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那一刻，历史越过低点，奋力走向充满希望的

未来。

这是胜利的日子，更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历史坐标。

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被卷入战火，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

财产损失4万多亿美元。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

苏联等50多个国家的人民联合在一起，结成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和反军国

主义统一战线，最终将正义的旗帜插遍世界。

这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是属于

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荣耀。

世界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巨大民族

牺牲，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

日本法西斯点燃战火，中国就打响了反抗侵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第一枪。从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到台儿庄战役的扬眉吐气，再到敌后

战场的艰苦卓绝，十四年浴血奋战，中国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陆军三分

之二以上的总兵力，歼敌数量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总数的70%，在战略上

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无私援助：美国“飞虎队”冒险

开辟“驼峰航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救死扶伤，

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中竭力保护难民……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国际

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并肩战斗，共同谱写反法西斯战争的壮丽史诗。

这是为国家生存、民族复兴而战，也是为人类共同的正义事业而战。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华民族的奋起抵抗，使中国“紧密地与世界联成

一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同样不可磨灭的，是苏联人民在欧洲主战场的丰功伟绩。从莫斯科

保卫战的寸土不让，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惊天逆转，再到库尔斯克会战的

钢铁洪流，苏联军民以钢铁意志和巨大牺牲，抵挡并最终摧毁了德军主力，

为欧洲主战场的战势转折和最终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中苏两国作为亚洲和欧洲两个主战场，在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

战斗中相互支持。苏联空军志愿队曾翱翔在中国长空，与中国军民并肩

奋战，200多名勇士血洒疆场；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也曾投身苏联卫国战争

洪流，毛泽东同志的长子毛岸英作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连指导员，

转战千里，直至攻克柏林……这份用鲜血和生命凝结的深厚友谊，沉淀为

两国共同的历史记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

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结束了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

历史，彻底动摇了在世界上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更重要的是，催生了

对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愿景，为人类走向持久和平奠定了基础。

世界的新生：重构秩序，维护和平

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痛定思痛的人们已开始擘画未来。“欲免后世

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联合国宪章》序言中的

重要宣示，正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展现出人类对持久

和平的深切渴望。

诞生于二战余烬之上的联合国，是人类摆脱“强权即公理”的丛林

法则和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秩序的伟大尝试。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旧秩序将世界划分为强权国家与

被殖民、被压迫的国家，而《联合国宪章》庄严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

第一次从国际法的高度确认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由此

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各国主权平等、内政不容干涉、和平解决争端、

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重要原则深入人心。联合国及其专门

机构的建立，为国际合作提供了平台，为全球治理奠定了框架。在联合国

宪章精神指引下，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

枷锁，赢得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国际法开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

自身权益提供保障，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社会取代西方排他性的所谓

“文明国家”俱乐部，人类向着持久和平迈出坚实且意义深远的一步。

（下转第3版）

□ 新华社记者 杨柳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

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抓作风建设，就要

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

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

前不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的公开

通报中，有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的

以学习考察名义公款旅游；有的在政务

服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不作为、乱作为。

思想上的“总开关”没拧紧，缺乏正确的

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

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修炼共产党人的

“心学”，要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全面

提升个人修养和政治品格，做到心中

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心中有党，时刻同党中央要求“对标”，

拿党章党规“扫描”，才不会在政治方向上

走岔走偏；心中有民，用人民群众新期待

“透视”，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才不会把

政绩凌驾于民意之上；心中有责，锐意

进取、真抓实干，才能处理好发展中的

各种矛盾问题；心中有戒，始终不放纵、

不越轨、不逾矩，才能做到依法廉洁

用权。

知行合一，担当作为。“知”的目的

在于“行”，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目的在于学以致用、指导实践，最终

要落到用实干推动发展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

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

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治国理政考验

之大前所未有。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把

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

效上，愿挑最重的担子、能啃最硬的骨头、

善接烫手的山芋，在直面问题、破解

难题中不断打开工作新局面。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要活到老、

学到老、修养到老。党员干部的党性

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不会随着

党龄的增加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

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终生

努力。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

加强党性修养必须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不断进行自我修炼、自我约束、

自我改造。

常修常炼、常悟常进，将党性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方能在大是大非面前

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

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修炼共产党人的“心学”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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