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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精神薪火相传，
凝聚人心

“他的崇高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无
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永远是亿万人民
心中的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永远是鼓舞我
们艰苦奋斗、执政为民的强大思想动力，永
远定格在历史上，永远不会过时。”

——习近平

兰考。北关。曾经的风沙口，焦桐挺立，冠
盖如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焦桐愈显
伟岸，愈见风华。

这是一棵树的力量——

1962年，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亲手
种下一棵泡桐，兰考群众为了纪念他，亲切地唤
作“焦桐”。

“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来到兰考，实地感受
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我心情很激动、很
不平静，很受教育、很受启发也很受鼓舞。”

2009年 4月 1日，清明节前夕的兰考春意盎
然，习近平站在焦桐下，久久伫立，深情凝望。在
焦裕禄逝世45周年的日子就要到来之时，习近平
怀着敬仰的心情前来拜谒忠魂，并首次系统阐述
了焦裕禄精神：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

栉风沐雨中，焦桐无言，下自成蹊——风沙
肆虐时，防风固沙稳粮；材质长成时，化身“绿色
银行”；桐花烂漫时，送来四野芬芳。

俯仰天地间，焦桐有灵，寓意深长——根只
有深扎于土地，叶才能伸展在天空。如果共产党
人是泡桐，人民群众就是土地，是人民滋养了我
们，我们要为人民奉献终生。

55岁的焦桐，55年的桐花开谢，一座以焦裕
禄命名的干部学院拔地而起。每年，上百万的参
观者前来，在焦桐下聆听焦裕禄的故事，感受焦
裕禄的精神，体悟焦裕禄的崇高。

这是总书记的情结——

“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
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
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生也沙丘，死也
沙丘，父老生死系。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
澄碧。”

2014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
对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
体指导。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总书记
再谈焦裕禄精神，说到动情处，他当场吟诵起
《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这是 1990 年他任福
州市委书记时，夜读纪念焦裕禄的文章后，填
写的一首词。

那个夜晚，繁星点点，桐枝摇曳。总书记在
焦裕禄干部学院居住的房间，窗口正对着焦桐，

“出门就看得见焦裕禄当年种的泡桐，睹物思人、
感慨良多。”

他还多次提到自己的焦裕禄情结。
回忆起 1966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发的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习近平
饱含感情地说：“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
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几度哽咽，多次泣
不成声，同学们也流下眼泪……”当时的习近平，
只有 13 岁，焦裕禄精神已在他少年的心中生
根发芽。

他直抒胸臆：“再次踏上兰考土地，依然心
情很不平静。刚才，尽管看的听的都比较熟
悉，但我还是想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因为这里
的每一件实物、每一个故事，都能引起我的心
灵共鸣。”

他鲜明指出：“焦裕禄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
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一样，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
财富，我们要永远向他学习。”

他深沉发问：“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焦
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
多，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他着重强调：“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要重点
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
神和道德情操。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
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
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他谆谆教诲：“教育实践活动的主题与焦裕
禄精神是高度契合的，要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作为一条红线贯穿活动始终，做到深学、细
照、笃行。”

从追梦少年，到大国领袖，焦裕禄精神始终
在习近平的心头萦绕。

这是执政党的灵魂——

“选择兰考作为我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中的联系点，是因为这里有焦裕禄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那天，一下飞机，总书记就直奔兰考，来到焦
裕禄纪念馆。在焦裕禄半身铜像、“十条工作方
法”电子屏、焦裕禄生前办公桌等展品前，他走
着、看着、听着、问着，不时凝思。

在写有《干部十不准》的展览墙前，总书记驻
足良久，逐字逐句认真研读，深有感触：

“‘十不准’内容非常有针对性。就拿看白戏
这条说，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票之外，还强调
不能把前 10排的票光卖给机关和干部，这就教
育领导干部如何针对身边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
制定具体举措。”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
是查摆和切实解决我们党员干部作风上存在的
突出问题，能够进一步促使党员干部像焦裕禄同
志那样，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此次在兰考，总书记处处严格执行中央八
项规定：

住在焦裕禄干部学院一个普通的学员宿舍
里，不放鲜花，不摆水果；每餐都是大锅饭菜，还
有浓郁“河南味儿”的烩面、胡辣汤；临走，按照学
院每天 80元的用餐标准，他交了两天共 160元
的伙食费。

“总书记以焦裕禄为一面镜子，时时牢记宗
旨，处处率先垂范，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作
风课’。”与总书记接触过的党员干部对此印象
尤为深刻。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5月 9日，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来到兰考，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
活会。

焦裕禄干部学院学术楼101教室，窗外焦桐
枝繁叶茂，室内气氛严肃庄重。大家点“麻骨”、
戳痛处，“白脸进、红脸出”，掏心见胆、坦诚相见，
民主生活会“辣味儿”十足。

会上，习近平认真听取汇报，不时同大家交
换意见、询问情况。对查摆出来的问题，习近平
详细探究问题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对存在
问题的危害性进行分析和点评；对努力方向和
整改举措，习近平详细询问有关举措的针对性
和可行性，要求大家真抓实干、切实把整改工作
做实做好。

会议一直开到下午1时 20分许。
“党的总书记手把手指导一个县委常委班子

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如此一丝不苟，如此细致入
微，就是身体力行地告诉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
党的优良作风，筑牢执政根基，才能永远立于不
败之地。”现场参加民主生活会的班子成员，有着
更加深刻的领悟。

这是新时代的呼唤——

为什么焦裕禄精神能够成为共产党人高擎
的火炬？为什么焦裕禄精神让总书记念兹在

兹，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感受到撼人心魄的巨

大力量？

是因为他的公仆情怀，是因为他的求实作

风，是因为他的奋斗精神，是因为他的道德情

操。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

念和目标追求，都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具有最大
先进性的群体共同而恒久的“红色基因”。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砸碎旧世界”的革命

之时；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创造新世界”的建设

之时；

这个基因，曾经体现在“实现大转折”的改革

之时；

这个基因，如今正体现在“开启新征程”的强

国之路上！

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艰巨繁重的发展

任务中，如何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

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是这个走过九十多年历

程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能否坚定信

仰、牢记宗旨，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始终保持与
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成
败所在，也是中国的兴衰所系。我们要用“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来响亮地回答“中国为什么

行”，我们要造就一个最具战斗力的强大的党，引
领中华儿女在世界上走出一条“中国道路”，贡献

“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
这就是焦裕禄精神的现实意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人们不会忘记——
2009 年的那个春天，风和日丽，春和景

明。在那片绿油油的麦田中，习近平俯身植苗、
培土、浇水，栽下一棵泡桐，种下一片景仰，希望
生生不息的焦裕禄精神在神州大地永远传承、
永放光芒。

如今，他亲手栽下的这棵泡桐，亭亭如盖，生
机勃勃，与焦桐两两相照，遥相守望，被老百姓亲
切地称为“习桐”。

从“焦桐”，到“习桐”，是精神的厚植，更是信
仰的传承；

从“焦桐”，到“习桐”，是生态的文明，更是政
治的清明；

从“焦桐”，到“习桐”，是党心民心的凝聚，更
是国家民族的兴盛。

“焦桐”与“习桐”之间，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桐
林。承泽着阳光雨露，沐浴着习习清风，无数棵
泡桐蓬蓬勃勃，茁壮成长。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增优势补短板，提升
发展新境界

“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力打好

‘四张牌’。”
——习近平

还是那个春天。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的新闻报道中，

“新常态”一词，在公众视野里第一次出现。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经济发展
阶段性特征的一个重大判断。

总书记洞悉河南，“河南是人口大省、产粮大
省，又地处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在中
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做好河南改
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责任重大。”

总书记把脉河南，“希望河南围绕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及竞争力，着
力打好‘四张牌’。”

这是因为河南的经济规模与人均指标，产业
层次与产业结构，生产能力与创新能力等等，都
非常符合新常态的阶段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又

都与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地位非常相似，迫
切需要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从富起来，到真正强起来。

点河南的题，破全国的局。
这其中气象万千，深意隽永。

让“中国碗”盛更多优质“河南粮”——

那年的 5 月，在粮食主产区的尉氏县张市
镇，广袤的麦田里，孕育着丰收的喜悦。

总书记走进田间，仔细察看麦穗灌浆情
况，向农技人员了解产量预测，向农户询问田间
管理。

亩穗数多少？穗粒数多少？千粒重多少？
得知这些指标都很好，习近平高兴地说：“我们都
是搞庄稼出身的，看到小麦长势这么好，我和村
里人一样感到很欣慰。用咱老乡的话说，今年的
馍能吃上了。”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农业是安天下稳民生的
战略产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必须把饭
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河南要重点抓好粮食生
产、现代农业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粮食生产
这个优势、这张王牌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习近平
叮嘱，“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开辟新途径、挖
掘新空间、培育新优势。”

经济新常态下，总书记对河南农业悉心指
导，对打造中原大粮仓寄予厚望，为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指明了方向。

那天在地头向总书记现场汇报的河南农业
大学教授、小麦专家郭天财感受极深，“总书记真
是农业的行家啊！一下子就点出了我们农业科

技人员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在创新上下功夫，市

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品种，才能让河南

粮食有竞争力，才能让‘中国碗’盛更多优质‘河

南粮’。”

近几年，河南加快实施高标准粮田“百千万”

建设工程，粮食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河南调整优
化种植结构，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今年将发展到 800万亩。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不仅满足吃饱、吃好的要求，更要让农民
的“钱袋子”鼓起来，河南正在全面发力。

推动“河南制造”向“河南创造”转变——

“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
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作
的主旨演讲中，让人过耳不忘的“金句”。

在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中铁装备有限公司

的盾构车间，正开足马力生产。2014年 5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这里。员工们至今仍清

晰地记得，总书记兴致勃勃地登上一座长达 85

米的盾构机装配平台察看，逐一了解隧道掘进机

研发制造进展，企业自主创新的可喜成果让总书

记深感欣慰。总书记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

“一个地方、一个企业，要突破发展瓶颈、解决深

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要靠

科技力量。”

如何“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

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

转变”？

答案是——创新。

这些年来，河南将创新纳入顶层设计，深入

实施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创新

体系，科技创新工作持续发力，为全省经济提速

提供了强有力的新引擎。

这些年来，中铁装备有限公司创新发展一路

高歌，国内最大断面硬岩掘进机、世界首台马蹄

形盾构机等一大批自主创新产品走出国门，驰骋

海外，和宇通客车、中信重工、许继电气等一道，

成为“河南创造”的“形象代言人”。

在世界高端制造业的舞台上，河南装备必将

大放异彩。

融入“一带一路”，走向开放前沿——

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曾谱写出一段段

东西方交流的佳话；而今，随着总书记“一带一

路”倡议发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梦回千年，生

机勃发。

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发源地，河南如何主

动融入“一带一路”？
那一年 5 月 10 日 10 时许，郑州铁路集装

箱中心站，第 28 列中欧班列（郑州）将奔赴德
国汉堡。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站台，望着即将西行的

“钢铁长龙”，愉快地回忆起他在德国杜伊斯堡港

察看到港的中欧班列情景，“当时，德国副总理和

州长都到了现场，当地人可是舞着狮子欢迎啊！”

时间虽然过去了三年多，但直到现在，郑州

国际陆港总经理赵文明对当时的细节依然记忆

犹新，“考察时总书记对班列特点、装载货品问得

非常详细，还特别提出，希望班列越来越频密。”

这个希望如今已经变成现实。目前，中欧班

列（郑州）已实现“七去七回”常态化开行，高频往

返、均衡对开、满载运行，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最“忙碌”的班列。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E贸易服务大厅，电子交

易显示屏数字闪烁，更迭频繁。2014年 5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了解贸易进出口情

况，勉励河南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

“总书记视察的时候，河南保税还只是承接

郑州E贸易的试点单位，现在这里已扩展为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河南保税物

流中心总裁徐平自豪地说。

通过快捷的E贸易业务平台，货物“秒申报、

秒通关”，全球买卖，一“键”搞定。两年前，E贸

易每秒两单，如今，每秒500单。

“买全球、卖全球，大门在郑州”。打造“网上

丝绸之路”，河南说，“我们中！”

2017年 6月 14日，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

泰尔时明确提出，支持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

丝绸之路”。

总书记首提“空中丝绸之路”，在国内外引

起强烈反响，对河南更是意义非凡。机遇岂容

错过？责任直须担当。仅仅两个月后，河南省

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出台了《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建设专项规划（2017—2025 年）》

《推进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工作
方案》。

河南提出，要将这条“空中丝绸之路”打造成
为引领中部、服务全国、联通欧亚、辐射世界的空
中经济廊道。“找到支点，撬动全球”。这一宏大
构想必将推动河南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希望河南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
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作贡
献。”总书记当年的嘱托言犹在耳。

曾经被荒漠戈壁尘封的驼队蹄印旁，一列列
满载货物的列车呼啸而过；一万米的高空中，银
翼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

着力打好“四张牌”，引领发展新航向——

扬帆远航，需要伟大的领航者视野无疆。
基于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结合深

入实际的调研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发展提
出更具指导性、针对性的方略。

2014 年 5月，郑州。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了河南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后发表重要讲
话，他在肯定河南工作的同时，提出“着力打好

‘四张牌’”的要求，即“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
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
进新型城镇化”。

“总书记为我们提出的打好‘四张牌’，切中

河南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关键问题，为我们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指明

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河南省委书记

谢伏瞻说。

“河南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省，正处在

向经济强省迈进的关键阶段，只有真正打好这

‘四张牌’，才能明确方向、发挥优势、提升发展的
质量和水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河南
省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说。

春潮涌动处，奋楫击水时。
牢记嘱托，撸起袖子加油干！

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
更加出彩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中原更加出彩。”

——习近平

烨烨中华，风正帆悬，向着伟大复兴的光辉
彼岸劈波斩浪。

天地之中，大河之南，朝着富民强省的宏伟
蓝图奋勇向前。

3年来，全省上下把总书记的嘱托作为河南

发展的指南针，把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作为践

行嘱托的路线图，响亮地提出建设经济强省，打

造“三个高地”，实现“三大提升”的宏伟目标。

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进一步明确规划了
全省未来五年的发展路径：坚持抓好党建是最
大政绩、推动发展是第一要务，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着力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着力推动创新转型发展，着力强化法
治维护稳定，着力改善民生补齐短板，着力从严
治党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
中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
更加出彩。

春种。夏耕。秋收。

执政为民的河南更出彩——

“为人民执好政，执好政为人民。”这些年，河

南广大党员干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学习弘扬

焦裕禄精神为主线，将火红的旗帜高高举起、将

发展的重担扛在肩头、将炽热的情感付诸行动，

锻造成为中原崛起的中流砥柱。

兰考，东坝头乡张庄村。

3 年前的那个春日，春水初涨，柳芽吐绿。

那一天，总书记轻轻推开了村民闫春光家的木

门，“拉着俺奶奶的手，聊了很久。他还帮我出主

意想办法，鼓励我早日脱贫。”

像闫春光一样，脱贫致富是兰考群众多少年

的梦想。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里，那把象征着共产党人

鞠躬尽瘁的藤椅，婆娑了多少人的泪眼，摇撼着

多少人的心门：

今天的我们，如何告慰焦书记的在天之

灵？今天的我们，还要把贫困的帽子永远戴下

去吗？

“兰考的脱贫，倾注着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

关怀！”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说，“兰考不脱贫，我

们愧对焦裕禄，无法向总书记交代，无法给兰考

人民交代。”

…………

“今天是兰考 85万人民值得永远铭记的日

子，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兰考戴了几十年的穷帽

子终于摘掉了，兰考脱贫了！”2017年 3月 27日，

兰考县退出贫困县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激动人心

的声音。

在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当中，兰考率先
实现了脱贫。

那一天，乡亲们自发地来到焦陵，在汉白玉
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摆上雪白的馒头，流着泪
说：“焦书记，兰考脱贫了！”

还是那个春天，东坝头，九曲黄河最后一
道弯。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岸边，举目远眺，滔滔大
河尽收眼底，黄河的安澜、滩区群众的生活，一直
在总书记的心头挂念。

“俺真是托了总书记的福啊！”今年8月 1日，
兰考县谷营乡姚寨村村民叶银霞喜上眉梢。在
我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一批试点中，4676户、
16718名滩区居民和她一样入住新居。就在当
天，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规划获批：3年内，
全省 24.32万名滩区居民将彻底告别黄河水患，
搬进新家园。

这些年，河南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
想，以超常的力度、超常的措施深入推进精准扶
贫，全力以赴打好脱贫攻坚战。在连续两年脱贫
240万人的基础上，2016年又使 112.5万乡亲摆
脱了贫困。

不止在脱贫攻坚一个战场，河南在民生保障
方面的力度逐年增强。教育、卫生、住房、社保等
领域民生“礼包”不断，一张保基本、兜底线、广覆
盖的民生保障网不断织密织牢，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不断提升。

一把把兰考泡桐制成的古筝，奏响了新的
“春之声”。通过帮扶，已经成为致富带头人的闫
春光还有一个念想：“我奶奶一直念叨：总书记真
好啊!真想让他再来俺家看看！”

转型发展的河南更出彩——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围
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整体素质
及竞争力，今天的河南，迎来了新的春天。

——方式之变为河南发展增添新动能。
河南省委、省政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突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突出以提高
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突出以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三去一降一
补”，切实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交出了一份
靓丽的答卷：

2016年,全省生产总值迈上 4万亿元台阶，
稳居全国第五位,今年上半年增幅达到 8.2%，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1.3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总收入
4706.96 亿元；“金融豫军”加速崛起，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

——开放之翼为河南发展注入新动力。

吃着新鲜的澳洲牛肉，喝着鲜酿的德国啤

酒，餐后来盘刚摘的智利蓝莓……身处内陆的

河南人，一餐居然可以这么“优、鲜、特”，家门口

就能“全球购”。河南“枢”联世界，天涯“购”若

比邻。

开放，是经济的开放，更是思想的开放。就
是要以主动融入、包容四海的胸怀，积极参与国
内外合作与竞争，不断丰富发展新内涵，拓展发
展新空间，集聚发展新实力。

一趟中欧班列（郑州），跃动着“陆上丝路”的
铿锵音符；一条“郑卢”航线，架设起“空中丝路”
的绚丽彩虹；一个 E 贸易平台，链接出“网上丝
路”的数据洪流。

中原，正在拥抱世界。世界，正在走近河南。
——战略之机为河南发展提供新支撑。
近年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

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中原城市群……一项项国家战略花落河

南，以“三区一群”为代表的一系列国家战略，共

同构成了引领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组合。

“这些国家战略规划战略平台获批，使河南

战略叠加效应更加凸显，综合竞争优势显著增

强。”河南省省长陈润儿说。

这一枚枚重要的战略“落子”交相辉映，拓

宽了发展新空间，构建起支撑河南改革开放创

新的支柱，为解决发展的全局性、根本性、长远

性重大问题提供了强有力保障，让河南挺立于

区域竞相发展的潮头，在全国大局中的优势更

加彰显。

深刻把握时代赋予的历史机遇，河南乘势而

上、主动作为，全方位提升发展水平，将国家战略

叠加效应转化为雄浑壮阔的发展合力。

出彩的河南，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唐风宋韵里的中原，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

心。时光流转，沧海桑田，这片热土在岁月变迁

中几经沉浮。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河南最后一次

乡试的试卷，论述中原如何崛起的“中州形势

论”为考题之一。从苍黄的宣纸中破卷而出的

“中原崛起”命题，始终是一代代中原儿女共同

追寻的梦想。

时间长河，滚滚向前。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汇集亿万中原儿女的澎湃力量，我们从来

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宏伟目标；我们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清晰地认定中原崛起的历

史方位。

过去五年，河南在抢抓机遇中乘势而上，在

转型攻坚中砥砺前行，在从严治党中凝心聚力。

干成了一批强基础利长远的大事，办妥了一批多

年想办办不了的要事，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

意义的突破。

未来五年，河南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

要战略机遇期，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战略格局

更加完善，战略优势更加彰显，战略保证更加

有力，发展潜力加速释放，蓄势崛起态势日益
增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未来的河南，一定会让世界刮目相看。

不负嘱托，砥砺再奋进。
春华秋实，试看新中原！

据《河南日报》

春天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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