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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进 强 国 路 阔 步 新 征 程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达等

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国预警机

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发展……他坚

信“中国人一定能行”，终其一生为祖国

国防事业打造“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事

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小谟。2023 年 3 月 6 日，王小谟溘然

长逝，享年 84 岁。

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前夕，王小谟被

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义，就

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1961 年，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

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谟，被

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 14 研究所

（今中国电科 14 所），从事雷达研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上世纪

60 年代起，三坐标雷达成为当时国际雷

达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14 所已在苏

联专家帮助下开始三坐标雷达的研制。

1960 年，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

专家，只留下一摞资料。

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高，

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部队。

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决心：“一

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为国争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地

提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频方

法，为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础。一年

后，英国才提出同样的技术方案。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

王小谟与同事们投身贵州黔南大山，创

建电子工业部第 38 研究所（今中国电科

38所），开启了筚路蓝缕的创业岁月——

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交通

不便、食物匮乏……而就在这样艰苦的

条件下，1972 年，王小谟被任命为总设

计师，主持研制首部国产三坐标雷达。

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制，

历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刻，1984

年，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字化、自动化

的三坐标雷达在贵州山沟中成功问世！

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单一

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的重大跃

升。三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为我国国土

防空网的主干力量。

打造中国自己的“争气机”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帅府”，战争中

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深夜用肉眼看见

20 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上世纪 90

年代时，预警机已成为战争中不可或缺

的一员。

1992 年 2 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子

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启我国预警

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种观点

相持不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紧迫，“造

不如买”；王小谟等人则主张自主研制。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争爆

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们买回来

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谟据理力争。

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一边

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一边与外方合

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深

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坚决主张并

部署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他在国

际上首创了背负式、大圆盘、三面有源相

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方案。

2000 年，外方迫于压力终止了与中

国的合作，王小谟力主自主研制预警机，

并主动请缨主持研制。

“一定要争口气！”夏天 40 多摄氏度

的高温，冬天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

90 分贝以上的噪声，都没有让王小谟退

缩。他在条件简陋的试验场每天工作十

几个小时，只为早日实现心中蓝图。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研制

团队突破了 100 余项关键技术，累计获

得重大专利近 30 项，国产预警机创造了

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 个第一，成为

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最多、系统集成最

复杂的机载信息化武器装备之一。

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兵式上，中国

预警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公开亮相，引

领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70

岁的王小谟流泪了。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目：在

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刻，王小谟顶住遭

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坚持在病房

交流工作；临终前，他刚刚化疗结束，就

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总体关键技术……

可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个时

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2013 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面对聚光灯，他不愿多谈自己

的成就，却拿出 500 万元奖金中的 450 万

元，又多方筹集 2000 万元，设立了雷达

创新奖励基金，用于奖励在雷达和预警

探测技术领域作出贡献的年轻人。

这是甘为人梯的拳拳之心——

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组

织专题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把重要

的方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又给予具

体指导；他牵头编写的《雷达技术丛书》，

影响了几代雷达人的成长。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陆

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为我国

预警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这是殚精竭虑的赤子深情——

直至耄耋之年，王小谟仍坚持上班，

与年轻人一起讨论技术问题。2022 年，

他领衔成立空基技术实验室，谋划推动

预警机事业转型升级。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盛、民

族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中国的预警

机做到最好，做到卓越。”他说。

王小谟离开了，他开辟的道路，后辈

们还将坚定地走下去。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温

竞华）

王小谟：用一生为祖国打造“千里眼”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团圆的节

日。人们感受家的温馨，体味亲情友情的

相聚；有的人奔赴远方，享受假日的惬意；

还有的人为大家安心过节保驾护航……

赏月、吃月饼、玩花灯，团圆、相聚、祝

福……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群

众欢度中秋的热闹场景，诉说着小家团

圆、大家幸福、家国奋进的祈愿和追求。

最团圆夜是中秋

16 日清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

的 G1202 次列车上，热闹非凡。

猜灯谜、做花灯。小女孩瑶瑶一边

制作兔子花灯，一边情不自禁朗诵关于

月亮的诗句……这几日，中国铁路哈尔

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在多趟

列车上举办庆中秋主题活动，为旅客介

绍各地中秋节传统习俗，让节日氛围感

“拉满”车厢。

行李架上，月饼、红肠、巧克力……

一份份沉甸甸的“爱”，随着一声声到站

提示，奔向团圆。

千里奔赴，南来北往，“最团圆夜是

中秋”。

月饼，以月为名、以圆为形，饱含着

团圆和思念的味道。

北京稻香村“零号寻宝馆”，这几天

人头攒动，各类点心月饼供不应求。

“近来门店每天客流量超过 1000 人

次，比平常翻了一番还多，要不断补货。”

店长陈天宝忙得脚不沾地。

五仁、豆沙、冰激凌、抹茶……不用

为馅料之争而费神，想吃什么馅的月饼

都有。

在山西太原的一家双合成食品店，

店长高晓悦说，今年他们结合地方特色，

新增了青花酒香麻辣牛肉、玫瑰奇亚籽、

枣泥核桃三种新口味月饼，口感软糯，深

受大家喜爱。

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精彩

纷呈的各地习俗，构成中华民族独特的

中秋记忆。

一轮“明月”在湖中升起，300米水上

花灯流光溢彩。步入重庆两江新区礼嘉

天街北岸湖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巨型

月亮”灯光装置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赏。

家住附近的李女士一家在湖滨散

步，情不自禁地在“明月”下拍下全家合

影。“阖家团圆的日子，这个水上灯会让

节日氛围更浓厚了。”李女士说。

望月怀古过中秋

前不久，游戏《黑神话：悟空》带火了

山西古建筑，晋城玉皇庙的二十八星宿

彩塑火爆出圈。

晋城泽州县的珏山自古就是祭月、

赏月胜地。今年，在珏山景区，很多游客

既可以在山上赏月，也可以泛舟在湖上

赏月。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赏月浪漫——

15 日晚，李女士搭乘了南航的“赏

月航班”。“当时我听着旅客们朗诵诗歌，

月亮刚好出现在舷窗边。我一边吃着月

饼 ，一 边 听 着‘ 但 愿 人 长 久 ，千 里 共 婵

娟’，立马有了回家团聚的感觉。”李女士

回忆道。

南航湖南分公司乘务长张婷婷第

12 年执飞“赏月航班”。她说：“一轮明

月照见五湖四海的旅客，我们一起望月

怀古，大家都很感动。”

这是中国人和月亮的千古约定——

神话传说中，嫦娥奔月，广寒宫静寂

千年。

今年 6 月我国嫦娥六号在人类历史

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又一次

将月壤采回国内。

科学家们加紧对月球的研究工作：

经多种实验技术分析，1 吨月壤或可满

足 50 人一天饮水；用模拟月壤烧制月壤

砖……未来，在月球上建房子也许不再

是遥远的梦想。

这是中国式过节的文化底蕴——

逛庙会、品非遗，赏美景、看演出，吟

诗逛展……全国各地“花样”过中秋，赓

续传统文化，尽显时代风流。

北京园博园，自贡彩灯亮相京城，

200 余组灯组同步点亮。

这是北京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其中

约七成的灯组题材源自京味儿文化。“中

轴线之光”汇集北京中轴线古建筑精华，

“北京文物”展现老北京胡同文化……

五彩光华、流光溢彩。4 万片羽毛、

800 万剪，采用“彩色吹塑纸+透明亚克

力”材料，大型手工羽毛彩灯“凤舞九天”

充满祥瑞，为大家送上美好祝福。

重庆湖广会馆，禹王宫广场丝竹声

声、裙袂飘飘。

“在古建筑里看古风表演，特别‘中

国’，很惊艳！”来自广东的陈先生和外国

友人一起来重庆游玩，神秘的川剧变脸、

浑厚的川江号子、技艺考究的盖碗茶，让

他们看得十分过瘾。

情系家国同奋进

海南文昌翁田镇，镇上的茶店早已

坐满了人，围坐一起喝茶吃早点，烟火气

慢慢升腾。

十余天前，超强台风“摩羯”在这里

登陆。目前，抢修工作仍在继续。

韦腾飞来自贵州，是南方电网深圳

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险救灾总队的第

一批电力工人。他已连续奋战十多天，

不顾炎热，不分昼夜。

这 个 中 秋 ，他 不 能 和 家 人 一 起 度

过。“是有疲惫感，但我们要继续坚持，让

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遥望明月共此时，欢度佳节同相知。

夏天曾遭受洪涝灾害的湖南岳阳华

容县，团洲乡敬老院安置点准备了十桌

饭菜，每桌十个菜品，鸡、鱼、肉等主菜已

经备好，就等大家入席。

“几个月来大伙儿都不容易，希望大

家在这里感受到团圆的氛围。”团洲乡敬

老院院长王六一说。

团西村村民杨巧珍的房子经过重新

粉刷，干干净净，家具家电也已换新。杨巧

珍说，在家里简简单单吃餐饭，就很幸福。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此刻，月圆人圆，家国相依。

人们纷纷送出温暖的祝福，更用实

际行动，奋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北极村，

室外最低气温已接近零下。

天刚亮，漠河供电公司北极供电所

所长吕建生就和同事出门上街、入户检

查。“这几天我们外出检修得穿棉服、戴

手套了。节假日里不能因为用电问题影

响大家团圆过节。”

吕建生说：“看着村里父老乡亲的生

活蒸蒸日上，我就想，守护这里长明不

熄，再苦再累也值得。”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新华社

记者）

明 月 共 此 时 ，家 国 同 奋 进
——全国各地群众欢度中秋

中秋月明，神州各地人们同赏一轮明月，欢度传统佳节。图为 9月 17日在江苏省南京市拍摄的圆月（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月 16日电 （记者鲁

畅、夏宇）2024 年度最具幸福感城市调

查推选活动 16 日正式启动。

本年度调查推选活动以“改革创新，

让城市生活更幸福”为主题，围绕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策部署，以城市居

民为参与主体，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城市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行调查分析，

展现中国城市增进民生福祉的创新举措

和显著成绩。

调查推选活动由《瞭望东方周刊》主

办，迄今已连续举办至第 18 年，累计推

选出 80 余座城市。活动以其权威性、公

正性和广泛性，逐渐成长为目前最具影

响力的城市主题活动之一。

2024 年度的调查推选活动通过大

数据采集、问卷调查、材料申报、实地调

研、专家评审等方式进行，最终结果将在

年底发布。

据介绍，2024 年度最具幸福感城市

的候选名单通过综合往年推选结果，并

结合大数据初步筛查，共包括杭州、成

都、宁波、苏州、广州天河区、江苏太仓

市、上海闵行区等 220 个城市及城区。

2024年度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启动

文 化 是 一 个 国 家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

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凝聚

亿万人民为新中国发展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之路愈走愈宽广，为民族复兴积蕴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人民至上

2024 年 2 月，北京人艺经典话剧《茶

馆》再 次 登 上 舞 台 。 自 1958 年 首 演 以

来，这部北京人艺的“看家戏”始终经久

不衰、一票难求。

《茶馆》不仅深刻刻画出旧时代的黑

暗与痛苦，暗示了新世界对当时民众的

迫切性，更以诙谐幽默的京味儿语言展

现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和市井生活。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

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迈入

大繁荣大发展的新时代，文艺为人民，是

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读着《创业

史》，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心潮澎湃

投入建设大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

听着《在希望的田野上》，读着《平凡的世

界》，看着《渴望》，满怀热情投入时代洪

流；进入新时代，人们在电视剧《大江大

河》、电影《流浪地球》中，感悟一个大国

的气度与创造。

75 年 来 ，我 们 党 坚 持 以 人 民 为 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多方

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群众文化生活日益

丰富多彩，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

文艺创作精品迭出——

从《红色娘子军》《野火春风斗古城》

《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到《黄土地》《秋

菊打官司》《甲方乙方》《长津湖》；从《许

茂和他的女儿们》《组织部来了个年轻

人》《白鹿原》，到《繁花》《人世间》《雪山

大地》……文艺创作者坚持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用一系列精品佳作回应时代主

题和人民心声。

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极其短缺，1949年，全国公共图书馆仅有

55个、博物馆 21个。2023年末，全国共有

公共图书馆 3246 个、博物馆 6833 个。我

国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为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力支撑。

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自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

面展开，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新业态迅速

兴起。2023 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29515 亿元，

文化服务业支撑作用增强，文化新业态

行业带动效应明显。

着眼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

期待，高质量文化供给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守正创新

1979 年，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在中国西北诞生。编创者们从敦煌莫高

窟的壁画和彩塑中寻找灵感，将千年前的

文化瑰宝编排成动人心弦的舞台作品。

今年 5 月，《丝路花雨》迎来了首演

45 周 年 。 这 些 年 ，《丝 路 花 雨》常 演 常

新，将丝路风情与敦煌文化带到 4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向世界展示着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明。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75

年来，我国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

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以自信开放

的姿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华

文化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薪火相传，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

根脉——

不久前，“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

都城秩序的杰作”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

59 项世界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

护领域不断拓宽，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保

护成效日益凸显，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目 前 ，我 国 有 全 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5058 处，较 1961 年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180 处，增加了 20 多倍；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557

个，43 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

与 古 为 新 ，担 负 起 新 时 代 的 文 化

使命——

别具匠心的考古盲盒、精致可口的

文创雪糕……今日之中国，“文博热”火

爆、“文创风”劲吹。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

恒的精神气质。

从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

广受关注，到《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

国》《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文博节目创新

出圈；从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

到支持各地建设非遗工坊 6700余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造彰显出旺

盛的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

扬帆出海，为人类文明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2023年 5月，中国与中亚五国领导人

“长安复携手”。在赠送中亚国家元首的礼

品中，有一件“何尊”。透过西周何尊铭文

“宅兹中国”，世界更加理解“何以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主要同社会主

义国家及亚非拉友好国家进行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扩大

和深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交

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文化走

出去”，令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21 年，我国

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 177 亿美元增长

至 1244 亿美元。《琅琊榜》《媳妇的美好

时代》等影视剧、网络文学作品在海外收

获 大 量“ 粉 丝 ”，海 外 中 文 学 习 人 数 超

2500 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

亿……文以载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立心铸魂

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迎来络绎不绝的观展者。从 2021 年 6 月

18 日开馆以来，接待观众数百万人次。

这座承载百年峥嵘记忆、彰显新时

代恢宏气象的殿堂里，一件件实物、一幅

幅展板、一张张照片，记录中国共产党人

独特的精神标识。

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

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

神、脱贫攻坚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滋养

着中华民族心灵家园。

75 年砥砺奋进，75 年英雄辈出。

前三分之二人生用钢枪保卫人民、后

三分之一人生用锄头造福人民的开国将

军甘祖昌，“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

下大油田”的石油工人王进喜，“最高境界

是爱人民”的援藏干部孔繁森，用无私的

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人生梦想

的“燃灯校长”张桂梅……牺牲、奋斗、创

造，从革命年代“取义成仁今日事”，到改

革岁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到新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

现”，新中国的英雄模范以实际行动诠释

和光大中华民族品格风范。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75 年来，我们党始终注重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一手抓物质

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在推动经济快速

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

荣发展，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

主义教育，立志气、强骨气、筑底气。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字

要求明确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内容，是对党长期践行的核心价值观进行

的科学提炼，为中国精神注入了新能量。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让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飞 入 寻 常 百 姓

家”，一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中华

大地落地开花，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长城、大运

河、长征、黄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贯通文脉、彰显自信。

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壮大网上主流

舆论阵地，加强网络空间文化培育，深化

网络生态治理，“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

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巍然耸立。

沿着不可逆转的伟大复兴之路踔厉

前行，新时代中国饱蘸历史笔墨，挥写中

华文化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 9月 17日电 记者周

玮、王鹏、徐壮）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文化发展成就综述

李强16日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第68届大会致贺信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