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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决策部署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 9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

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

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

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习近平发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

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

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

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

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

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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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强调，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

精神力量。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

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

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

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新的征程上，我们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

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新

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

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要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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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

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

己的英勇奋斗。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

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

始终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坚

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坚决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新的征

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

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

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

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

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

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新的征程上，我们必

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

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

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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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

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意志。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

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

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

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习近平指出，经过近代以来的长期艰苦奋斗，中国人民创造

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光荣，也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共同使命。我呼吁，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更加紧密地团结

起来，发扬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精神，携手向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继续奋勇前进。

（摘编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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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发展动态

清华大学成立健康中国研究院

9 月 13 日，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成立并召开管理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研究院将围绕重大疾病防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健康政策与体系创新、全球卫生治理等领域开展科学研究、

政策咨询和实践应用，建成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端智库、高层次

学术交流基地、高水平成果转化平台，服务健康中国建设。据悉，

会议审议通过了《健康中国研究院章程》（草案），宣布梁万年

担任清华大学健康中国研究院院长，推选陈冯富珍担任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梁万年表示，研究院将肩负“服务健康中国实践，

助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增进人类健康福祉”

的使命，秉承“立足清华、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针，发挥

清华大学综合学科优势，汇集多学科力量，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

为公共卫生与健康研究领域的科学研究高地、世界一流智库、国

际合作交流与成果转化高端平台。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院

管委会主任王希勤强调，研究院要充分发挥清华大学国际化、多

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把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做好规划布局，聚焦重大课题，产出品牌学术成果。

（摘编来源：里瑟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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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等多所“双一流”明确博士生毕业不再要求

发表论文

9 月 1 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公布了最新的《关于

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在这份新规中，不再有曾经的“就

读博士期间，应在所属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刊物上，以上

海交通大学为第一单位发表（或录用）2 篇与学位论文主要内容

相关的学术论文”的表述，转而以更多种形式的创造性成果来衡

量博士生的学业质量。据不完全统计，此前，已有包括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明确发

表论文数量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限制性条件。2020 年 2 月，

教育部、科技部等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

见》中明确提出：本科生、研究生申请学位和毕业考核不与在学

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情况简单挂钩。特别是自破“五唯”以来，已

有多个重磅文件明确规定发表论文数量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

限制性条件；论文不再作为毕业唯一要求可谓是大势所趋。除以

上高校，广西大学等多所大学也跟进并出台了相关政策。可以预

测，后面将会有更多的高校出台相关政策。

（摘编来源：里瑟琦智库）

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新址正式启用

9 月 16 日，位于深圳市盐田区盐田科技大厦和现代产业服务

中心，总建筑面积近万平米的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新址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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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着该研究院开启在深事业发展的第三个崭新十年。南开大学

深圳研究院将持续聚焦深圳市及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着力打造高精尖科研成果产业孵化基地、高端智库平台和高

水平人才培养中心。作为新型科研机构，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致

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光学工程、材料工程、环境工程、电子信息

等领域前沿科学研究和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经过遴选，智

能技术与机器人系统研究院、光电材料与器件研究院、智能传感

与新材料工程中心、粤港澳大湾区环境技术研究中心等首批 4 个

研究机构携 10 余个项目落户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新址。按照“深

圳所需、盐田所需和南开所长”的原则，南开大学深圳研究院充

分发挥南开大学的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加强各类人才培养中

心和学术合作平台建设，相继成为国家旅游创新中心南方分中心、

南开大学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深圳分中心、南开大学高端继续教育

中心深圳分中心、南开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学院深圳分中心和南开

大学深圳校友之家。

（摘编来源：里瑟琦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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