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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
性提出并阐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揭
示了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
之路，也揭示了党推动理论创新和文化繁
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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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鲜明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

立足恢弘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
史，“两个结合”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中国
道路。

这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历史必然——

“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
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
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2021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朱
熹园的一席话，发人深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
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

党的二十大前夕，重大文化工程《复兴
文库》一至三编出版发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序言中指出要“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
底蕴。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
明的基因，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第二个结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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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6月 30日，中央政治局就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把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
攀登新的思想高峰。”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
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
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
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
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
的真理力量。

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走
前无古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用中
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
为中国理论，以中国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
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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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
功的最大法宝”

2022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
南安阳殷墟考察时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
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
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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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
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
持了“两个结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
“两个结合”，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认识思考，提出了许多重大论断、重要
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进
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
根基。

2021年“七一”前夕，党中央首次颁授
“七一勋章”，标志着我国功勋荣誉表彰制
度全面落地。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丰富资源，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
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
班式上指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
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
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马克思主
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金融系统
注入传承传统、积极向上的文化基因，也赋
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指
明了提升金融软实力、建设金融强国的前
进方向。

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清晰标定：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
容；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是重要支点；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
重要因素……

习近平文化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之理”，使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充盈浓郁的
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民族魂。

2023年 4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在全党展
开，“一场新的学习竞赛”拉开帷幕。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有了
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一
个民族就能焕发出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对“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的论述不断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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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
新文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
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
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
个结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语重心长。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两个结合”先后写入《中共中央关于

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我们党在新时代
新征程掌握宣传思想文化上的主动提供科
学理论指导。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
责任。

2022年 1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
讨班上，面对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
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坚守魂和根，理论创新之源才能越来越丰
富，理论创新之力才会越来越强劲。

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提出“七个着力”的要求，“着
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其中之一。

文脉绵延不绝，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更好适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

“自己的宝贝还得自己识宝，自己不要
轻慢了。”准确把握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在规
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对待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原则方法，为新时代
赓续中华文脉、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前进
方向。

坚持“两个结合”，创造属于我们这个
时代的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
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
色。”2023年 2月 7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价值和世
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
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
老文明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
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新征程上，更好坚持“两个结合”，以

真理之光照亮奋斗之路，以复兴之志凝聚
磅礴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
宽阔。

新华社北京电

“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拓展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三
新华社记者 施雨岑 王思北 徐壮

保交楼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保
的是民生，稳定的是民心。2023年
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
今年经济工作时指出，“做好保交
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

近期，新华社记者走访多地，实
地了解保交楼情况。记者在调研中
看到，多数项目已复工续建，一幢
幢楼房重启建成、陆续交房，越来
越多期盼已久的群众乔迁新居。
对于一些困难较多的项目，各地也
在千方百计推进项目建设、回应群
众关切。

全力推进，保交楼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湖北黄石最后一个保交楼项目
东楚御景近日完成了交付，记者跟
着业主曾冬到新房看他进行最后
验收。

“除了细节上有一点瑕疵，总体
上我对房子挺满意的，悬着的心总
算放下了。”曾冬检查完各个房间后
对记者说。在后续随访中他告诉记
者，2023年 12月中下旬，开发商通
知可以随时去办理房产证，他打算
春节过后去办理，并计划今年搬进
去住。

一个个项目背后，是成千上万
业主的殷切期盼。湖北省黄石市住
建局副局长程超说，随着东楚御景
项目的交付，黄石市保交楼项目交
付率达到 100%，共交付住房 8489
套，并能够100%实现交房即办证。

在云南昆明，多次停工的学府
康城一期项目1650套房屋近日完成
了交付。

“项目多次停工，直到国家支持
资金进来后，项目施工才加快运转
起来，等待一年的延期后我们终于
拿到了新房。”业主王先生说。

王先生所说的国家支持资金是
2022年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等有关部门联合推出的保交
楼专项借款。

近两年来，部分房企出现债务
违约风险、一些在建项目逾期难交
付。2022年 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
首次提出“保交楼、稳民生”。此后，
国家层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安排3500
亿元专项借款撬动，并鼓励商业银
行配套支持贷款跟进，支持已售逾
期难交付住宅项目建设交付。

各部门加大保交楼工作支持力
度，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近
期，住房城乡建设部、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建立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
机制的通知，更加精准支持房地产
项目合理融资需求。

“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
地狠抓落实，推动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保交楼专项借款项目
总体复工率达到 99.9%。截至 2023
年末，350万套保交楼项目已实现交
付超300万套，交付率超过86%。

该负责人表示，保交楼工作的
顺利推进，带动房地产开发项目竣
工进度加快。根据国家统计局数
据，2023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约10
亿平方米，增长 17%。其中，住宅竣
工面积7.2亿平方米，增长17.2%。

多管齐下，复工打好
“攻坚战”

各地保交楼项目复工复产，首
当其冲要面临两道“关卡”：项目筹

资难题、债务纠纷处置问题。
记者近期在湖南省株洲市采访

了解到，株洲市保交楼最难啃的“硬
骨头”之一，是华晨公司项目。

两年前，华晨公司一度深陷负
债泥潭，关联诉讼导致账户被冻结，
11个在建项目停工不能交房，各类
矛盾交织，产生一连串“多米诺骨牌
效应”。

业 主 说 ——“ 我 的 婚 房 怎 么
办！”“攒了大半辈子的钱难道要打
水漂？我们就等着这套房呢！”

建筑商说——“我们再也不敢
往项目里填一分钱了！”“拖欠的材
料钱不到位，我们绝不开工！”

面对华晨公司危局，株洲市积
极制定实施相关融资方案，多管齐
下采取措施后，华晨公司有效解决
资金问题，目前在株洲、长沙的多个
项目已全部复工。

记者在调研中观察到，做好保
交楼工作，需对风险项目做到早发
现、早研判、早介入，及早制定时间
表、路线图。

一方面，保资产、筹资金，为项
目复工建设“输血造血”。以专项借
款为撬动，协调新增配套融资；对涉
嫌挪用、恶意抽逃资金等违法违规
行为，依法依规开展立案侦查，及时
追回相关资金用于后续建设；通过
项目兼并购、存量房销售等方式加
大资产处置力度，筹措复工所需资
金；督促开发企业加速回笼分期付
款等在途资金，确保筹措资金与建
设进度相匹配。

另一方面，“新老划断”清除复

工“绊脚石”。保交楼项目所面临的
复杂债务纠纷是复工的一大“拦路
虎”。湖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
管处处长李剑等多位保交楼工作人
员向记者表示，“让施工单位在没有
结清旧账的情况下复工是非常困难
的，但一直陷在前期债务纠纷中，后
面的损失会更大。”很多地方采取购
买保交楼项目、争取配套融资等措
施保障建设资金，消除施工方顾虑，
保证复工后按工程进度付款，并严
格落实资金闭环管理要求，做到专
款专用。

力保交付，合力啃下
“硬骨头”

在重庆大渡口区绿地城四五号
地块项目、两江新区中国摩项目，记
者在智慧工地视频系统中看到，项
目施工人数、项目建设进度等信息
在大屏幕上一一显示。专班工作人
员的工作就是每天核查这些信息，
并到各个工地进行相应巡查。

“我们通过线上线下的巡查方
式来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切实做到
全复工、开满工。”重庆市住房城乡
建委开发处处长黄玉官说，市专班
与区县政府负责人签订《保交楼稳
民生责任书》，通过“一通报、二约
谈、三考核”方式进一步加快推动项
目建设交付。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每个项
目的情况千差万别，精准施策很重
要。在各地保交楼工作中，许多地
方对全部项目进行摸底，并成立工
作专班，实行高位推动，强化组织领
导和部门协同，压实责任链条。

彻底完成好保交楼任务需要克
服不少困难。针对一些保交楼项目
存在的由于债权债务纠纷，拒不配
合验收备案、无法办理产权证的问
题，不少地方拿出了“容缺验收、容
缺办证”的办法。

在福建连城，恒大悦澜湾项目
分三期建设，其中一、二期已于去
年 6 月份完成建设，但由于相关款
项未支付清楚等问题，五方责任主
体不配合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导致
项目竣工验收及产权证办理推进
困难。

连城遇到的“拦路虎”代表了各
地保交楼项目在交付过程中遇到的
普遍困难。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各
地正在千方百计寻求解决问题的方
案。安徽等地采用“容缺办理”方
式，对交付的项目实行“交房即办
证”。连城采取“鉴定交付”的验
收模式，由建设单位委托鉴定机构
对一、二期每一个已完工的单位工
程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并用鉴定
报告代替五方责任主体确认的工
程质量验收报告。对于其他专项
验收如消防、规划、人防、档案等
方面则采取分期分批的容缺验收
方式。

住房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浦湛说，各方全力以赴推进
保交楼工作，这对保障购房人权益、
积极稳妥化解房地产风险、修复购
房者信心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
用。2024年，保交楼工作进入攻坚
期，仍需各方站在政治高度，群策
群力、攻坚克难，把最后的“硬骨
头”解决好，把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保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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