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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月16日出

版的第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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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文章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
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
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
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
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适应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
党长期执政基础。

文章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
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
一的平均主义，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
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
裕，要把握好以下原则：鼓励勤劳创新致
富，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
行，坚持循序渐进。

文章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

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
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
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
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
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
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
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
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
实迈进。第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
性、包容性。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
体规模。第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
第五，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第
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文章指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
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要从全局上
来看。我们要实现 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
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
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
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
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
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
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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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月 15日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出现
新变化，中欧关系也面临新问题。中国和
欧盟是两大独立自主力量，也是全面战略
伙伴，双方有必要加强战略沟通，共同推动
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这符合中欧共同
利益。

习近平强调，中欧应该正确相互认
知，坚持对话合作，坚持相互尊重、互利共
赢。双方应该深化绿色、数字领域政策沟

通，拓宽务实合作领域，积极对接“一带一
路”倡议同欧盟全球互联互通倡议，就气
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加强沟
通合作。欢迎欧盟和成员国积极参与全
球发展倡议，同中方和其他国家一道，合
力帮助发展中国家早日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习近平强调，中欧历史文化、社会制度、
发展阶段不同，有一些竞争、分歧、差异并不
奇怪，应该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中方始终有
发展中欧关系的诚意，同时也会坚定维护自
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欧方坚持战

略自主，明辨是非，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中
欧合作向前发展。

米歇尔表示，近期国际形势的发展演
变，使欧盟和成员国更加认识到增强战略
自主的重要性。虽然欧中政治制度和发展
模式不同，但欧中均支持多边主义，双方需
要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应
对气候变化、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开展合
作。持续发展欧中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
方人民共同利益。欧方愿同中方本着相互
尊重的精神加强对话接触，有效妥善管控
分歧。欧盟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从未改变

在涉台问题上的政策。欧方将秉持战略自
主，处理国际事务。欧方愿同中方深化绿
色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就全球发
展倡议开展交流合作，并就重大国际问题
密切沟通协调。

米歇尔介绍了欧方对阿富汗局势的看
法。习近平强调，中方尊重阿富汗主权、独
立、领土完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道路和制
度，倡导不同文明共存互鉴。中方一直为
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国
际社会应该为阿富汗和平重建营造良好外
部环境。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0月 15日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中新作为近邻和伙
伴，政治上相知互信，合作中与时俱
进，交往中互学互鉴。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双
边合作逆势前行，彰显了中新关系的活
力和韧性。当前，中新两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双边关系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双方应该以两国人民福祉和地区繁荣
发展为重，共同解答好疫后发展这个新
课题，继续交出让人民满意的答案。中
方愿同新方保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
加强联防联控，稳妥有序恢复人员往
来，深化疫苗、药物研发等领域合作，
构筑数字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等合作
新高地。欢迎新方深度参与中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进程，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
升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强调，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
疫情交织叠加，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面临多重挑战。中新在维护多边主
义、实现共同发展这一重大议题上理念
相通、利益相系，中方愿同新方加强多
边合作，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推
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
生效，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动
力。今年是中国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30周年，中方愿同新加坡和其他东盟国
家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
合作共同体。

李显龙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再次祝贺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他表示，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新中关系始终保持
良好发展势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新中两国密切合作，相互支持，
双边贸易逆势大幅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和陆海新通道建设成效显
著。新方希望同中方保持人员往来，深挖潜力，拓展数字经济、绿色
发展、绿色金融、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新方愿同中方共同办
好庆祝东盟中国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相关活动，推动东盟同中国
关系取得更多实质成果，更好造福地区人民。新方欢迎并支持中
国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将有利于地区
繁荣发展。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通电话

叶光富：“上得了天”也“入得了地”

浓眉大眼、英俊帅气的叶光富，让很多
网友直呼：哇，航天员的颜值这么高！

公众面前，41岁的叶光富显得自信而
从容。他对记者说：“加入航天员队伍 11
年，我为梦想也奋斗了 11年。现在，我对任
务充满信心和期待。”

虽然是首次执行飞天任务，但这并不是
叶光富的首次亮相。

2016年 7月 7日，在意大利撒丁岛，6名
满身泥土的航天员从探险6天 6夜的洞穴中
走出。其中，叶光富那张帅气的东方面孔格
外引人注目。

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位公开亮相的第二
批男航天员。叶光富作为中国航天员代表，

与来自美国、俄罗斯、西班牙、日本的 5名航
天员共同参加了欧洲空间局组织的为期 15
天的洞穴训练。凭借良好的综合素质，叶光
富在训练中脱颖而出。

叶光富上高三时，空军招飞的消息传到
他所在的学校。从小就梦想飞行的他报名
参选，成功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2010 年，叶光富加入航天员队伍。虽
说飞行员是最接近航天员的职业，天空和太
空仅一字之差，但是要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
员的转变，却是像登天梯一般步步艰辛。

除了要完成基础理论学习、航天环境耐
力与适应性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等8大类上
百门挑战身心极限的科目训练，以及严格而常

态化的考试，更要面对心理的煎熬和挑战。
叶光富一直用最好的状态时刻准备着，

苦练技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训
练，这个过程对我们也是一种历练。我认为
人生的精彩就体现在漫长而艰辛的奋斗过
程中。”叶光富说。

心在太空，路在脚下。
首次入选航天员飞行乘组，叶光富便面

临 6个月的飞行周期。“心里难免有一些忐
忑，但回顾前期的准备，心里也很踏实，因
为我们做好了准备。”他对记者说，他期待
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进行在轨生活和工
作，闲暇之余透过舷窗好好看看地球这颗蓝
色星球。 据新华社酒泉10月14日电

13年前，他迈出了中国人在浩渺太空中的第一步。那清逸飘然的一步，至今仍清晰烙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
心坎里。13年后，航天英雄再出征，他说，一切仍从零开始。

8年前，她在400公里的太空为全国6000多万名学生进行太空授课。那“飞天梦永不失重，科学梦张力无
限”的话语，让无数个孩子从此喜欢上了航天。8年后，“太空教师”再出征，她说，愿意再次带着孩子们的眼睛去
触碰梦想，去开启新的探索。

5年前，他成为首位在公众视野亮相的中国第二批男航天员。在那黑暗、陌生的意大利撒丁岛洞穴里，凭着
优秀的综合能力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征服了绵延数十公里的地下世界，赢得了国际同行赞誉。5年后，“入得了地”
的他首次出征，他说，心里虽有些许忐忑，但对任务充满信心和期待。

他们，就是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翟志刚：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国出征

岁月，看上去并没有在特级航天员翟志
刚身上留下痕迹。笑容依旧，诙谐依旧。

2008年 9月 27日，他迈出了中国人在
茫茫太空中的第一步，成为首位太空行走的
中国人。13年后，他再次以指令长的身份
率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征战太空。

“飞行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使命。”55
岁的翟志刚说，“对于我来说，从来没有停歇
的脚步，只有奋进的号角。”

1966年 10月，翟志刚出生在黑龙江省
龙江县一个小乡村，家里兄弟姊妹多，父亲
长年卧病在床，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卖炒瓜子
换钱供他完成学业。

之后多年间，无论是参加空军招飞还是
航天员初选，无论是空中训练遇到险情还是

连续两次错过飞天的机遇……正是少年时
代饱尝的艰辛，让翟志刚从不言苦累，更不
言放弃。

2008 年初，翟志刚如愿入选神舟七号
航天员乘组，并于 9月 25日 21时 10分开始
了飞天之旅。两天后，他穿上“飞天”舱外航
天服准备漫步太空时，舱门却怎么也打不
开。用力拉了 3次，舱门却丝毫没有反应。
用辅助工具撬了 2次，每次舱门刚打开一点
缝隙，残留的气压就会把舱门紧紧压住。最
后，他拼尽全身力气，用力打开了连接浩瀚
太空的舱门。

在黑色天幕和蓝色地球的映衬下，翟志
刚挥动鲜艳的国旗向祖国报告：“神舟七号
已出舱，身体感觉良好，向全国人民、向世界

人民问候。”
神七任务结束后，翟志刚被授予“航天

英雄”荣誉称号，成了一名公众人物。但他
深知，是千千万万航天人铺就了飞天之路，

“身体会失重，但心灵永不失重”。为此，他
归零成绩、归零经历、归零心态，一切从头开
始继续准备飞天的工作。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多年来，他仍日
复一日地训练，一次次接受挑选。如今年过
半百，翟志刚的航天生理功能始终保持在优
良等级。

记者问：“用得着这么拼吗？”
他答：“党和人民给予我们崇高荣誉，祖

国托举我们飞上太空，我们唯一的使命就是为
国出征，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准备再上太空。”

王亚平：带着孩子们的眼睛去触碰梦想

樱桃成熟的季节，山东烟台女孩王亚平
走出生活了 17年的小山村，从此飞向天空，
飞向太空。

高三那年，空军部队来学校招女飞行
员。王亚平一路过关斩将，顺利收到了空军
长春飞行学院的录取通知书。4年的学校
生活，连周末外出的机会也很少，每天饱受
风吹日晒，人也变得又黑又瘦。那段时间，
她甚至萌生过退学的念头。

当她打电话和家人诉苦时，父亲的一
句话惊醒了她：“你吃的所有苦，不都是为
了飞行吗？”打那以后，王亚平就抛掉了一
切不合时宜的念头，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学
习训练中。

第一次上飞机飞行那天，按训练要求，
飞机俯冲低飞时，王亚平看到了地面上那
些仰头观望的村民的脸，看到了农户家的
鸡被惊得飞来跳去，看到了大黄狗冲着天
空叫唤。

“神奇而欢乐的飞行让我深深陶醉其
中，再也不愿离开飞行。”王亚平说。

2003 年，杨利伟乘神舟飞船首飞太
空。火箭升空的那一刻，电视机前的王亚平

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中国什么时候会有女航
天员呢？

那年，23岁的王亚平有了自己的飞天梦。
2010 年，她如愿成为航天员大队的一

员。这时，她才发现这些光鲜灿烂的时刻，
是短暂的，更多的是面对枯燥艰苦的训练和
一次次激烈严酷的挑选。

初次接触离心机训练，她感到既陌生又
恐惧。游乐场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过载只不
过是自身体重的两三倍，而航天员的超重训
练，承受的压力要达到自身体重的 8倍。每
次训练，随着过载的增强和过载受力方向的
变化，王亚平的脸部肌肉会因为强大的牵引
力而严重变形，眼泪控制不住不断地向外
流。短短几十秒的训练时间，每次都像几个
小时一样令人难熬。但她从不去按下手边
那个红色的暂停按键。

出舱活动水下训练中，她在 10米深的
水下，克服水的阻力和服装 40千帕的压力，
不断调整身体姿态，完成攀爬、操作等各种
动作，一练就是五六个小时，饿了只能忍着，
痒了痛了也没法挠。男航天员在水下坚持
多久，王亚平同样在水下坚持多久。

在太空，身着舱外航天服的航天员行动
和操作主要靠上肢，对于将要执行出舱任务
的王亚平来说，如何增强上肢力量？一个
字，“练”。

抓握铅球、俯卧撑、举杠铃……终于，王
亚平将胳膊练出了肌肉块。那天，她高兴坏
了：“胳膊变粗了，说明我的肌肉力量增强
了。”

2013 年，王亚平入选神舟十号航天员
乘组，6月 11日 17时 38分搭乘神舟十号飞
船首次飞向太空。

2021 年的金秋，王亚平作为神舟十三
号航天员再飞太空，成为进入中国空间站的
首位女航天员，也是中国首位实施舱外活动
的女航天员。

“如果说第一次飞行更多的是新鲜和好
奇，那么第二次飞行，我觉得更多的则是期
待和享受。”王亚平说，她期待再次飞上太空
去享受失重环境下那种神奇美妙的感觉，期
待着能够在我们自己的空间站里迎新年、过
除夕，期待着到舱外去看看我们美丽的太
空，也期待着能够再一次带着孩子们的眼睛
去触碰梦想、开启新的探索。

神舟十三神舟十三 出征问天出征问天

飞天英雄征寰宇
——记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酒泉10月16日电（记者 黎云 徐

毅）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
间2021年 10月 16日 0时 23分，搭载神舟十三
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遥十三运载火箭，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按照预定时间精准点火发
射，约582秒后，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
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翟志刚、王亚
平、叶光富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
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 21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 2次载

人飞行任务。
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与天和核心

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号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
交会对接。后续，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开
启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
舱活动、舱段转移等工作，进一步验证航天员长
期在轨驻留、再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目前，天和核心舱和天舟二号、天舟三
号组合体已进入对接轨道，状态良好，满足
与神舟十三号交会对接的任务要求和航天
员进驻条件。

1010月月1616日日，，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F遥十三运载火箭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点火起飞发射中心点火起飞。。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