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亚运荣光亚运荣光：：始终照耀着我们始终照耀着我们
·女摄影家影像录艺苑映像映像

■ 孙加英 文/摄

举世瞩目的杭州第19届亚运会成功举办，作为一名摄
影人，拿起手中的相机，用镜头去记录这一意义非凡的历史
时刻是我献给亚运的最美礼物。

亚运筹办，场馆先行，此次亚运会共建设有56个竞赛
场馆，分布在杭州、宁波、绍兴、湖州、金华、温州各地，我
想若能够全部记录下这些场馆的建设也是很有意义的。
我用近一年的时间，穿梭在各个场馆之间，拍摄下56个场
馆的千姿百态，有晨光中沐浴太阳光辉的，有夕阳中金光
闪耀的，有被云雾笼罩仙气飘飘的，更有夜色中璀璨灯光
斑斓的……每一个亚运场馆都各具特色，中国的美学尽
数体现在杭州的亚运场馆。

当我拍摄这些场馆的时候，也被参与亚运会筹备的无
数平凡人物感动，场馆的建设工人、辛勤的园丁以及默默奉
献的志愿者们都在为亚运会筹办而努力。同时，我也为代
表祖国出征亚运会的运动员们而骄傲。亚运的荣光始终照
耀着我们！

（作者为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杭州市拱墅区摄影家
协会副主席）

▲ 2023年10月2日，亚运赛事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人潮如涌的市
中心，志愿者们为保障交通安全，用人墙为市民搭建了平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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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

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妇女在弘扬中华

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家

风关系党风政风社风，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

而妇女是营造良好家风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妇女

在廉洁家风建设中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家庭高质量

发展，从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

献重要力量。

■ 秦毅之 王静

在《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以下简称
《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发挥妇女在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中的积极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指出要充分“发挥
妇女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
用”。家风关系党风政风社风，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而
妇女是营造良好家风的重要力量，因此，充分发挥妇女在廉洁家
风建设中的作用，有利于推动家庭高质量发展，从而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重要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廉洁家风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并在长期的革命
建设中形成了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和各个时代的优秀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家庭风尚。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为我们树立了“好家风”的榜样。毛泽东
送子上战场，始终遵循“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
亲不为亲撑腰”；周恩来制定的“十条家规”，规定家人和亲戚
朋友不允许搞特殊；陈云始终严格要求家人不占公家的便宜，
保持清廉作风；叶剑英要求子女“夹着尾巴做人”；朱德让儿子
当铁路工人；张闻天为避嫌“苛待”子女；焦裕禄不仅自己清廉
俭朴，而且严格要求家人不可以享有特权。这些红色家风的
典范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从严治家、律己修身、廉洁奉公、不
搞特殊、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范，也是廉洁家风重要
作用的充分彰显。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
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的
建设，并特别突出强调了妇女在家庭家教家风中的独特作用，这
是对红色家风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广大家庭都要弘扬
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并倡导“广大妇女要自觉肩负起尊老爱幼、教育子女的责任，在
家庭美德建设中发挥作用”。家风一头连着家庭，一头连着社
会，家风好才能党风好、政风好、社风好。在《论述摘编》中，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
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
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因此，充分
发挥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独特作用，推动廉洁家风建设，有助于
涵养良好党内政治生态和社会清廉氛围。

妇女是廉洁家风建设的重要力量

妇女是廉洁家风的践行者。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
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腐败
案件警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
齐家。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妇女带动家庭成
员，抵制歪风邪气，弘扬清风正气”。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廉洁家风是我国精神文明
建设的重要方面。妇女作为家庭的主要成员，是廉洁家风建设的关键环节，在
廉洁家风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广大妇女素有勤劳勇敢、智慧
善良的美德，是传承文明、弘扬新风、融洽关系、增进家庭和谐的重要力量。廉
洁家风的建设离不开广大妇女的自觉践行。

妇女是廉洁家风的营造者。家风的“家”，既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
“家”。好家风能够帮助孩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从而“长大后成为对国
家和人民有用的人”。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帮助孩子扣好第一粒

“廉洁”扣子的人生导师，家风的源头清澈了，必能滋养好的民风、社风与政风，
促使子女自立自强并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孩
子们从牙牙学语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风家
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在营造廉洁家风
的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妇女的教导作用。

总之，在清廉家风建设中，妇女是廉洁家风的重要营造者。“小家”连“大
家”，千家万户的好家风能够涵养社会好风尚。“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
族才能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家庭可以说是抵御腐败的重要防线，每个家庭
严防死守，拒绝每一次“塞红包”，拒绝每一次“求通融”，管好自己同时教育好
子女才能够有效让廉洁基因植根家庭成员的血脉与心田，从而以清廉家风支
撑起全社会的清风正气。

以巾帼之力助推廉洁家风建设

广泛树立廉洁家风妇女典范，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
根。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建设廉洁家风离不开身边榜样的引导。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在职干部中，如果厅局级、县处级干部中有好妻子、好伴侣的典型，
也可以宣传一下”。为了进一步发挥妇女典范作用，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五好文明家庭”“学习型家庭”“教子有方好家长”

“母亲教育工程”“家家幸福安康工程”等各种品牌活动，树立清廉家风的妇女
典型，大力宣传廉洁家风事迹，鼓励广大妇女守住“清廉之心”，筑牢“清廉之
堤”，常奏“和谐曲”、常敲“警示钟”、常念“清心咒”，引导妇女“既要爱小家，也
要爱国家，带动家庭成员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建设相亲相爱的家庭
关系，弘扬向上向善的家庭美德”。

利用新技术赋能家风建设，创新妇女传承廉洁家风方式。“大数据”时代的
家风文化传播需要新技术助力。数字家风体验馆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全息成
像技术，展示优秀家风，讲述廉洁故事，彰显廉洁家风穿越时空的魅力，使广大
参观者不再旁观廉洁家风文化，而是直接参与其中，为廉洁家风插上科技的力
量。广大妇女通过沉浸式体验，感悟历史文化名人的优良家风、革命先辈的红
色家风、时代模范人物的清廉家风，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廉洁家风的熏陶与洗
礼，筑牢反腐倡廉家庭防线，以廉洁家风支持清廉社风。

建立廉洁家庭激励机制，激发妇女廉洁治家的积极性。廉洁家庭激励机
制是建设廉洁家风的重要举措，能够不断推进廉洁意识常态化、生活化。为进
一步激发妇女主体意识，修身齐家、勤俭持家、和睦兴家，带动家庭成员做好廉
洁家风建以回馈广大妇女在建设廉洁家风中的辛勤付出，这不仅能够鼓舞更
多妇女加入“最美廉洁家庭”的队伍中来，也能激发广大干部树立“以廉立家、
以廉持家、以廉兴家”的意识，努力把家庭建设成抵制腐败的“防火墙”“金钟
罩”。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社会形态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的

总体性研究”（项目批准号：23BKS06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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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十周年，《新女学》周刊邀请专家就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历程进行系统剖析。作者认为，自党的二十大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理

念上的拓展和体系上的完善，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当下，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始进入成熟期，其被

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的发布是两大标志。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愈发成熟
■ 陈须隆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十周年。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在必然地经历了新
生期和上升期之后，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
始进入成熟期，其被确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
皮书的发布是两大标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生期

这一时期自党的十八大之后到党的十九大召开
之前。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规律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
略进行不懈探索，初步实现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论化、体系化、具体化、国际化和行动化，
并形成了“五位一体”的行动方略，取得一系列突破
性进展。

严格说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于
党的十八大之后，正式提出于2013年。在这一年，习
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即
首次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外交理
念，具有划时代意义。

2013年之后，习近平主席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
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倡导各方共同努力构建亚洲、中非、中拉、中阿等命运
共同体，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细化
实化，使之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很大发展，具有重要的
开拓创新意义，初步开创了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总目标的外交新局面。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纪念联合国成立70
周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将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与打造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提出了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行动方略。2017年1月，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坛上，习近平主席对“五位一
体”行动方略进行全面阐述：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
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
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人文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
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
清洁美丽的世界。“五个世界”论述是支撑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的大架构，既与联合国的崇高事业实现全面
对接，又凸显了中国角色、中国贡献和中国担当。这
不仅推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系化和世
界意义，而且增强了这一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和国际
影响力。

这一时期，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
上朝着形成“一个立意高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的科
学理论体系”迈出决定性步伐，在外交实践上开始落
地生根，初步奠定了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
的重要地位，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升期

这一时期自党的十九大召开至党的二十大召开
之前。我们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为党和
国家的意志，让其纳入联合国多项决议，明确了其在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其国际感召力
和影响力。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这标志着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确立了其重要政治地位。
这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

党的十九大之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纳
入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
人类命运的责任意识，彰显了我们党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使命担当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的崇高追求。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首次提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权威定义，首次明确了“一带一路”倡议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路径。这就深化了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意义。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序言部分写入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这就使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具有重大意义。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
交思想的指导地位。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
的核心要义中，“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位列第三，被确定
为“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这就确立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以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统领作用。

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
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这彰显
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文化内涵，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
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讲话，提
出了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主张。2021年
10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开启人类
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主旨讲话，提出“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主张，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就深化
了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从而深化了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

总之，这一时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
展，经历了政治上、法律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关键跃
升，牢固确立了其在习近平外交思想乃至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和高擎的旗帜，经过不断
丰富、深化和完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立意高远、思
想深邃、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从各层
面、多领域、全方位推进这一系统工程，产生了广泛的
国际认同和巨大的国际影响力。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始自党的二十大召开并持续向前。把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要求之一，将其作为天下大道，标志着我们理论上
的成熟和自信。继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之
后，我们进而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从而使三大倡议一
并构成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全球性支柱，
标志着我们的实践方略和体系的成熟。

2022年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
一。这就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路上树起
一座理论丰碑，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标志着这
一理念的成熟及其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科学化。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
人民前途所在”，是“天下之大道”，说明我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达到新的高度，彰显了高度的理
论自信。

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上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
的主旨讲话，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
议”连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一并构
成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全球性支柱，
一并丰富和深化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和行动。

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并成为国际热潮，中国高度
重视与全球南方的团结合作，及时提出“共筑全球南
方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

2023年9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
书，从“人类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解答时代之问，描
绘未来愿景”“既有目标方向，也有实现路径”“扎根深
厚历史文化土壤”“中国既是倡导者也是行动派”五个
方面系统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
张，成为其进入成熟期的又一重要标志。

可以说，自党的二十大以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了理论上的飞跃、理念上的拓展和体系上
的完善，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
授、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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