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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月30日在卡塔尔多哈拍摄的“超级月亮”。 新华社 发

“超级月亮”现身天宇

这是8月30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拍摄的“超级月亮”（长时间曝光照片）。
新华社记者 摄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
8 月 31 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我国
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已全面启动实
施，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从即日起
至 9 月 30 日 24 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代载人
飞船、载人月面着陆器的名称。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 2030 年前实现中国人首
次登陆月球，开展月球科学考察及相关技术试验
等。载人登月任务主要过程为：首先发射月面着
陆器，月面着陆器在环月轨道停泊等待，然后再
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飞船与着陆器在环月轨道
交会对接。航天员从飞船进入着陆器，着陆器与

飞船分离后下降到月面，航天员开展月面活动。
之后，航天员乘坐着陆器起飞上升与飞船对接，
航天员进入飞船。飞船与着陆器登月舱分离后，
返回地球。

据介绍，新一代载人飞船是在神舟飞船基础
上全面升级研制的新型天地往返运输飞行器，
由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主要用于我国载人月
球探测任务，兼顾近地空间站运营，具有高安
全、高可靠、多任务支持、可重复使用的特点，登
月任务可搭载 3 名航天员往返地面与环月轨道，
近地轨道飞行任务可搭载 7 名航天员往返地面
与空间站。月面着陆器是我国全新研制的地外

天体载人下降与上升飞行器，由登月舱和推进
舱组成，主要用于环月轨道和月球表面间的航
天员运输，可搭载 2 名航天员往返，并可携带月
球车和科学载荷，是航天员登陆月球后的月面
生活中心、能源中心及数据中心，支持开展月面
驻留和月面活动。

征集活动按照发布公告、初步评选、网络投
票、最终评选和结果公布5个环节组织实施，所有
热爱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自然人、法人及组织均
可参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将为最终入
选方案作者颁发纪念证书，并安排赴发射场观摩
载人航天发射任务。

我国载人登月任务全面启动 公开征集任务新飞行器名称

新华社北京8月31日电 9月1日出版的第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章指出，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
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
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连续性。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
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
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的创新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
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
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
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
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
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
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
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
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
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
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
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
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
伐异”的小圈子。

文章指出，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
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
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
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
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
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第二个结合”让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
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
根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第二
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
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
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第四，“结合”打
开了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
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
论和制度创新。第五，“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
性。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创立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
的最有力体现。

文章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
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
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
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
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文章指出，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
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
使命。第一，坚定文化自信。中华文明历经数千
年而绵延不绝、迭遭忧患而经久不衰，这是人类文
明的奇迹，也是我们自信的底气。坚定文化自信，
就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第二，秉持开放包容。中
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
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
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必须以守正创新
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文章强调，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
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
新形态。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