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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1 月 17 日
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当选总
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
统，指出我们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都希
望中美关系在美国总统新任期有一个好
的开始，愿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
取得更大进展。

习近平强调，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
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
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两国间拥有广
泛共同利益和广阔合作空间，可以成为
伙伴和朋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
两国，惠及世界。

习近平指出，作为两个国情不同的
大国，中美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关键
是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找
到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台湾问题事关
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美方务
必慎重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
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是我们的选择。
双方要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原则，加强合作，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
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让中美两艘
巨轮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航
线不断前行。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祝贺，表
示很珍视同习主席的伟大关系，希望继
续保持对话沟通，期待尽快同习主席见面。美中是当今世界最重要
国家，应保持长久友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两国元首就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意见。

两国元首同意建立战略沟通渠道，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保持经常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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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1 月 18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
共中央总书记苏林、越南国家主席梁强
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越是社会主义友好
邻邦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
交 75 年来，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的峥嵘岁月中，双方并肩战斗、相互支
持，“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成为两党
两国关系最生动写照。在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中，双方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全面
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志同道合、命运与共
成为两党两国关系最鲜明特征。我2023
年成功访问越南，双方宣布携手构建具
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两党两
国关系迈入新阶段。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中越两国继续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攸关
两党两国的前途命运、世界社会主义事
业的未来，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和发展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我高度重视
中越关系发展，愿同你们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75周年暨“中越人文交流年”为契
机，牢记初心使命，深化战略互信，加强
务实合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上继续同舟共济、携手前进，推动构建
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不断取
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振兴世
界社会主义事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作
出重要贡献。

苏林表示，75年来，两党两国携手并

进，凝结成“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的
传统情谊。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始终将
发展对华关系视为越南外交政策的一贯
主张和头等优先。在国际地区形势深刻
复杂演变、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步入关键
阶段的背景下，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
致同意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
同体。我坚信，在两党两国高层亲自关
心指导下，双方各部门将密切协作，推动
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梁强表示，越中建交 75 年来的历史
实践证明，发展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符合
两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长远利益，将为
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
贡献。越方愿同中方一道，持续深化全
面战略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中国定将胜利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各
项目标任务，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越南政府
总理范明政互致贺电。李强表示，我愿
同总理同志一道努力，认真落实两党两
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
发展和两国各领域合作迈上新台阶。

范明政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加强对
双方各部门、各地方的督促指导，加快落
实重要合作规划，推动两党两国高层关
于“六个更”的共识落地见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苏林、国家主席梁强就中越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 梅常
伟）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
之际，中央军委17日在京举行慰问驻京部
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观
看演出，向在座的军队老同志，向全军离
退休老干部，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春节临近，首都北京洋溢着喜庆祥和
氛围，中国剧院张灯结彩、暖意融融，为建
立、保卫、建设新中国，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作出突出贡献的驻京部队老干部欢聚一
堂、共迎新春。

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到老同志中间，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
握手、互致问候，关切询问他们的身体和

生活情况，共同回顾过去一年党、国家和
军队事业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取得的重大
成就。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
制，弘扬光荣传统、永葆政治本色，坚定信
心、团结奋斗，继续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积极
贡献。

“强国复兴的脚步震撼大地，奋进攻
坚的队伍旗帜高扬……”欢快热烈的歌舞

《我的战位我的年》拉开演出序幕。演出
以文艺轻骑队为兵服务的方式呈现火热
强军实践，贯穿铁心向党、聚力攻坚的内
涵意蕴，突出反映新时代人民军队的新风
正气。混声合唱《追随》，深情表达广大官
兵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定不
移听党话、跟党走的共同心声。歌舞器乐
表演《说打就打》、《胜战荣耀》，生动反映
实战实训练兵场景，展现了官兵英勇无畏
的钢铁意志和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打胜
仗的战斗姿态。表演唱《边关战歌》，抒发
戍边官兵扎根边防一线、忠实履行使命的
情怀担当。《党的女儿》、《沂蒙颂》选段和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等经典歌曲联唱，重温峥嵘岁月，激发奋

斗豪情。情景歌舞《再唱洗衣歌》，演绎军
民鱼水情深、合力强边固防的感人场景。
短剧《本色》、小合唱《接过你的钢枪》，讲
述革命先辈战斗故事和青年官兵强军故
事，彰显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
心使命的坚定信念。混声合唱《光荣奔
赴》，以激越高昂的旋律将演出气氛推向
高潮，展示全力以赴、务期必成，奋斗建军
百年、奋进强军一流的决心和信心。整台
演出简约朴素、军味战味浓郁，体现了强
军文化砺战打赢、守正创新的宏大气象。

张又侠、何卫东、刘振立、张升民一同
观看。

观看演出的还有军委机关各部门、军
队驻京有关单位领导和部队官兵代表。

中央军委举行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
习近平向全军老同志祝贺新春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以下简称《纲要》），面向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对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全面系统部
署。

《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
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加快建设具有强大思
政引领力、人才竞争力、科技支撑力、民生保障力、社会协同力、国际
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纲要》提出，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突出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强化战略引领、支撑发展，深化改革创新、协同融合，坚持
自主自信、胸怀天下。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
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
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
体系、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创新牵
引的科技支撑体系、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体系、开放互鉴的国际合
作体系，实现由大到强的系统跃升。

《纲要》明确了到 2027 年和 2035 年的主要目标，部署了 9 个方面
重点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夯实全面提升国民素质战略基点；增强高等
教育综合实力，打造战略引领力量；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
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大
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建设学习型社会，以教育数字化开
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优势；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筑牢
教育强国根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育发展活力；完善教育对
外开放战略策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纲要》要求，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
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
建设，维护教育系统政治安全与和谐稳定。充分发挥中央教育工作
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作用，推动解决教育强国建
设中的重大问题，加强教育强国建设的监测评价。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切实扛起教育强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把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纳入重
要议事日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
教育强国建设的良好环境，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形成
建设教育强国强大合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

1月19日，游客在江苏省
如皋市水绘园风景区大红灯
笼下拍照（无人机照片）。春
节临近，各地张灯结彩迎新
年。■ 新华社发 吴树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