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信中国·70年启示录

70年，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奋力前行，创

造了令世人赞叹的伟大奇

迹。

正是亿万人民的奋勇

拼搏，汇聚起推动历史车

轮前进的中国力量。正因

为有中国人民的团结奋

斗，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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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
9月 23日，“伟大历程·辉煌成

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
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
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走
出了一条彪炳史册的人间正道。

从1949年到2019年，成就展采
用编年体形式，带领观众沿着时光隧
道，跟随历史年轮，全方位回顾和感
知共和国走过的光辉历程。

13个五年规划和计划，70
年非凡成就

在展馆的时光隧道中，十几块橙
红色主题展板，对每隔5年的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进行集中展示。

从“一五”计划时期首次大规模、
有重点进行工业建设，到“五五”计划
时期改革开放大幕拉开；从“计划”向

“规划”转变的“十一五”规划，到指向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

如同一把时间标尺，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13个五年规划和计划，刻录着
70年非凡成就背后的艰辛与辉煌。

70年，探索一条道路。
成就展中，有一张156项重点工

程的行业分布图，绝大多数工程集中
在重工业领域，其中煤炭、电力、机械
工程占比最高。这156项重点工程，
是“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

正在推进的“十三五”规划中，有
165项重大工程项目。从深海空间
站到量子通信、从5G到高速铁路，这
些工程项目凸显战略性和牵引性，代
表着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方向。

两个五年，两组重大工程，折射
的是一个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70年前的中国，一穷二白，摆在
面前的，是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何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70年后的中国，高高举起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探索出一条
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光辉道路。

70年，见证融入世界。
展馆中，历年广交会会场图片在

视频中循环播放。
1957年4月，首届中国出口商品

交易会在广州开幕，新中国冲破西方
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打开通向世界

的窗口。从此，全球市场得以见证中
国制造的巨大潜力。

61年后，上海，全球首个以进口
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拉开帷幕，让世
界惊叹于中国市场的强大活力。

进出之间，凸显70年中国与世
界的深度互动。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
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首都多
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
级会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的决定；

2013 年 3 月，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
讲，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命运共
同体”理念。

一个个高光时刻，一个个历史瞬
间，见证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从封闭
走向开放，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
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走出时光隧道，成就展将观众引
向一艘在蓝天碧海中搏击的航船。
片片风帆扬起，点亮中国迈向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伟大征程中的
60个关键指标，以“数读”形式呈现
70年发展成就。

70年峥嵘岁月，从屹立东方到
改革开放，再到走向复兴，中国航船
奋发向前。

150个第一，70年创新突破

如果说成就展是一条淌过70年
的时间长河，其中标示的150个“新中
国第一”就是这条长河中的颗颗珍珠。

150个第一，勾勒出一个传统农
业国家迈向制造大国，进而向制造强
国进发的光辉历程——

轿车，部件多、生产链条长。能
否造出自己的轿车，是一国制造业水
平的重要体现。

1958年，第一辆“红旗”牌轿车
研制成功，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写下新
的注脚。

今天的中国，已拥有联合国产业
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汽车、手机、电
视机、煤炭、钢铁等200多种主要工
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工
业第一大国、制造业第一大国。

进入新时代，“第一”的含金量越
来越高：

2013年12月，世界最大矩形盾
构机研制成功；2017年5月，我国自

主研制的首款大型客机C919首飞成
功；2017年6月，复兴号动车组投入
运营；2018年4月，世界最薄触控玻
璃量产……

当前，中国已跻身全球创新指数
20强行列，中国经济正加快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向高质量发
展不断迈进。

150个第一，记录一个发展中大
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从瓶颈制约
成为优势支撑的不凡进程——

150个第一中的“第一”，是1951
年10月官厅水库开工建设。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库。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各领域薄
弱的基础设施对国民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水平提升的制约十分明显。

今天的中国，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营业里程均位居世界第一，一日千
里已不是梦想；光纤宽带成家庭标
配，网民规模世界第一；能源、水利、
通信、交通，网络覆盖之广、通达之
深，令世界惊叹……

人才、物资、信息、资金等要素在
不同区域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的舞台
上自由流动，“流动中国”释放出活力
奇迹。

150个第一，见证一个文明古国
向创新大国跃升的决心和步伐——

成就展上，两张图片令人驻足，
一张是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
北京开幕；一张是2016年5月，科技
界最高规格的三大会议首次同步召
开，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
教兴国战略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70
年来，科技“集结号”每一次吹响，都
释放出强大动能。

细心的观众发现，从新中国建设
的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蒸汽
机车下线投用、成功冶炼第一炉不锈
钢，到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现青蒿
素、“神威·太湖之光”夺得世界超算
冠军、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落
成启动、“墨子号”发射成功……从新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个“第一”，到全球
科技领域一个个“第一”，一个创新大
国正在崛起。

2019年1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个月背着陆和巡视探测的国家。这是
成就展展示的150个第一中的最后一
个“第一”。但人们相信，更多的“第
一”还会接连不断地被创造出来。

4个家庭场景，70年民生变迁

成就展通过还原不同年代的家
庭场景，让人们回到往昔，看到现在，
畅想未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一
间乡村婚房里，一张土炕、一盏煤油
灯、两三件简单家具，几乎就是全部
家当。

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一户城
市家庭内，电视、冰箱、电风扇、缝纫
机成了“标配”。

进入新时代，走进普通的安居住
宅，宽敞的客厅，齐备的家具电器，透
出幸福生活。

不远的将来，人工智能走进千家万
户，智慧家居会让生活更加舒适便利。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家
走向强盛的背后，是亿万人民命运的
改变、生活的变迁。

70年，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矢
志不渝——

成就展上，展出了一张1979年
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的照片。那次会见，首次提出“小康”
目标。

以此为起点，成就展充分展示了
中国人民从生存走向发展的小康之
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后，成就展标注了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贫困
人口建档立卡工作、设立扶贫日、建
立贫困退出机制等一个个重要节点。

40年后，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
至1.7%，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阶段，
全面小康已近在咫尺。

70年，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一以贯之——

“赤脚医生”的医药箱，“的确良”
做成的衣服……成就展上，一个个老
物件在唤起人们记忆的同时，也通过
生活变化的对比，为人民至上的理
念写下温暖的注脚。

通过成就展可以看到，从赤脚
医生到全科医生，从消灭血吸虫病到
攻坚慢性病，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翻了
一倍多；从恢复高考的场景到实施

“985”工程的图表，中国正走向高等
教育普及化；从实行双休日到启动7
天长假，从开放中国公民出境游到出
国手续简化，中国人有了说走就走的
便利。

一张张照片展现的笑脸、一件
件实物承载的历史、一个个图表彰

显的变化，无不印证着中国共产党
人念兹在兹的为民情怀，无不体现
着人民群众不断增强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70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的奋斗目标愈加鲜明——

成就展开幕当天正值第二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展览现场用充足的
粮仓、饱满的果实布置了丰收场面，
表现了广大农民五谷丰登、国泰民
安的美好期待。

从推动“四好农村路”建设到农
村环境治理，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越
来越美好的生活成为党的十八大以
来改善和发展民生的生动例证。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加快发展职业教育让每个人都

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抓厕所革命提
升旅游业品质，推行垃圾分类改善
生活环境……成就展展示的一件件
民生实事，瞄准的是短板，解决的是
痛点，体现的是担当。

一个国家以人民作为发展的价
值尺度，一个政党把为人民服务庄
严地写进党章，必然凝聚起最大的
共识，激发最强的力量，共同书写壮
丽史诗。

7面英模墙，70年奋斗足迹

从时传祥到郭明义，从焦裕禄
到廖俊波，从蒋筑英到黄大年，从杨
善洲到张富清……70年，一个个闪
亮的名字镌刻在新中国的年轮上，
浸透在民族精神的血脉里。

国家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
民族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成就展以年代为序，设置了7面
人物墙，集中展现新中国发展建设
进程中不断涌现的英雄模范。

曾记否，铁人精神点燃发愤图
强的激情岁月。

成就展还原了大庆石油工人王
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在冰天雪地中
艰难推动贝乌40型钻机绞车的场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资源匮
乏，工业基础薄弱。在松辽石油大会战
中，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
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中国工
人靠着实干苦干，在1965年底甩掉了
贫油帽子，建立起石油工业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向制造强国进
军。成就展同时展现了高凤林、鲁宏
勋等大国工匠的风采。从王进喜到

大国工匠，时代曾赋予产业工人以
重任，时代也必将赋予产业工作以
新的荣光。

曾记否，红旗渠精神激励中国
人民攻坚克难。

四个人，身穿厚厚的棉衣，一锤
一锤开凿岩石，脖子上的毛巾已满
是汗水，脸上却带着笑容。成就展
上，栩栩如生的人物蜡像，把人们带
入建设红旗渠的火热现场。

上世纪60年代，河南省林县干
旱缺水，极度贫困。林县人民发扬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用最普
通的工具劈开太行山的重峦叠嶂，
把漳河水引入林县，建成了人工天
河。

在成就展上还可以看到，同样
的年代，塞罕坝人在莽莽荒漠上默
默奉献，建成了面积达100多万亩
的世界最大人工林。

70年，中国人民始终保持和发扬
着奋斗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这是今天中国人民向着“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迈进最有力的动员令。

曾记否，女排精神发出顽强拼
搏的时代强音。

成就展展出的一座奖杯引人注
目，它是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
中国女排获得的冠军纪念杯。

1981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正
需要汇聚共识、振奋精神。这年11
月，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杯冠
军，随后又创下五连冠的奇迹。“学
习女排，振兴中华”鼓励着无数人投
入改革开放大潮。

从获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到实现
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从成功举办第
29届夏季奥运会到即将举办第24届
冬奥会……跟随成就展的展示，可以
读出体育所承载的梦想、传承的精神。

成就展上，精神印记随处可见：
一本翻开的雷锋日记写道“我是党
的儿子，人民的勤务员”；一处叫“地
窝子”的场景呈现了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的创业艰辛；抗击“非典”疫情、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的一幅幅图
片表明中国人民有足够信心底气战
胜任何困难挑战……

70年，天翻地覆慨而慷！面向
未来，中国人民必将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目标前进。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1963年 12月，周恩来总理在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
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了。”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石油工业
的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甘肃玉门老
君庙、新疆独山子、陕西延长等几
个小规模油田，年产不足12万吨，
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
口。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开发建设
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和青海冷湖
油田及四川油、气田，扩大了玉门
油田，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
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生产基
地，在东北、华北、西南等几个大盆
地进行的区域勘探取得新的进
展。1959 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
373万吨，主要石油产品自给率达
到40.6%。但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
济建设的需要。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来自国
内外的严重困难和巨大压力，大
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个时期打响
的。经过 3年多的奋战，到 1963
年，我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
建设了大庆油田，形成了年产
600 万吨原油的生产能力，对实
现石油产品基本自给起到了决定
性作用。

1964年1月21日，石油工业部
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要在天
津以南、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组
织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
东建成的胜利油田、在天津建成的
大港油田都开始出油。华北石油
会战打开了渤海湾地区的勘探局
面，在中国东部又开辟了一个新的
石油生产基地。

经过大庆石油会战和华北石
油会战，到1965年底，中国原油产
量达到1131万吨，实现了国内消
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实
现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的一
次飞跃。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天翻地覆慨而慷
——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看新中国光辉历程

中国力量，凝结着亿万人民
的不懈奋斗

秋日的深圳天高云淡，比亚迪
研发中心紧张忙碌。

公司高级研发经理吴海平盯
着眼前光刻胶涂布设备的每一个
动作——这关乎一项新能源技术的
升级研发能否成功。

曾经，我们的先进技术完全靠
引进，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跑。

如今，中国人攻坚克难，科技实
力实现了令世人动容的飞跃。

袁隆平、黄大年、屠呦呦……中
国人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
科技舞台，叫得响的重大成果如“春
笋”般成长起来。

忆往昔，岁月峥嵘。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960多

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创造的历
史性成就，已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
发展史上。

——70年来，我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49.7元，增长至2018年
末的28228元，名义增长566.6倍，
居民消费实现从匮乏到富足的跨
越。

——70年来，我国公路总里程
从8.1万公里，增长近60倍至485
万公里；民航航线从12条，发展至

4945条。背着大馕、骑着毛驴从新
疆进京的经历，已成永久的过去。

这巨变与跨越，来自不舍昼夜
的艰苦奋斗——

清晨6点，街廓四寂。从澳洲
空运来的金枪鱼到达郑州机场。经
过清关、理货、检疫及分拨，当天18
点就能端上北京百姓的餐桌。

深夜9点，乡野无声。援藏干
部梁楠郁刚刚结束一场会谈，接下
来他还要与来自浙江科技厅的人
员，商议怎样深加工当地物产卤虫
卵，以特色产业带动百姓脱贫致富。

“只要能把产业搞起来，什么都
值得。”他说。

这巨变与跨越，来自代代接续
的执着追梦——

张廷铨一家三代都是建筑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廷铨脱下

军装，转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
人；改革开放后，儿子张少侃子承父
业进入中建二局成为一名木匠；如
今，孙女张敬宜参与建设的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即将通航。

从祖父辈在长春建设工地斗冰
战雪，到父辈在大亚湾核电基地精
益求精，再到张敬宜在新时代燃烧
青春之火……追梦的接力棒一代代
传递，汇聚铸就共和国大厦的时代
伟力。

这巨变与跨越，来自始终昂扬
的奋进姿态——

在海拔4800米的西藏安多县
气象站，有一口“金水井”。

上世纪60年代，老一辈气象人
陈金水带着两顶帐篷，在这里破开
冻土，树起了世界海拔最高的有人
值守气象站。

半个多世纪，一代代气象人在
这里坚守，记录风云变幻、雨雪阴
晴，写下上百万个反映高原气候变
化的“数字天地书”。

“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没点儿
老西藏精神肯定干不了。”新一代气
象人、现任安多县气象局局长王亚
说。

大庆精神、老西藏精神、小岗
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
神……

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锻

造了数不胜数的精神品牌，筑成跨
时代的伟大成就。

中国力量，奔涌于改革创新
的壮伟历程

1978年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
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签下“生死
状”，分包了村内土地。其后一年，
小岗村粮食产量一跃至13万余斤，
是前十余年产量的总和。

人民的力量一旦释放，将会创
造怎样的奇迹！

察民心、顺大势，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

1981年，广东高要县农民陈志
雄承包的鱼塘雇请了固定工5人，
还有不少临时工。同时期，在安徽
芜湖，“傻子瓜子”的年广久请的雇
工超过了12名，后来甚至超百名。

天南地北的他们，不约而同地
打破了当时只能雇佣有限几个帮工
的“硬框框”。

群众的呼声，就是改革的方向。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

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次
年，“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被写入
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私营经济的法律
地位。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开始，党中央关于非公有制经济
的定位和态度越来越清晰，多种所
有制经济百花齐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70年来，人民始终是改革的决
定力量。

1979年7月，借着改革开放的
东风，交通部派往香港招商局的外
派干部梁宪，从香港坐船第一次来
到蛇口渔民码头。

“那时候的蛇口真可以说是穷乡
僻壤，淡水就靠两口井。”梁宪回忆
说。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特
区建设者们喊出了“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建港填海，
闯出了一条生路。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改革带来

无尽的机遇，让人们听见梦想拔节生
长。

前不久，《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明确
五大战略定位、部署“三步走”的发
展目标……

站在全新的时代方位，改革开
放再出发，“先行者”深圳再次“先
行”。

拆壁垒、破藩篱，“刀刃向内”
的“自我革命”激扬起创新创业的
活力——

“提交材料后，半个月就完成了
变更采矿方式的审批。”

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
政务大厅，前来办理审批的王永亮告
诉记者，之前，办理相关手续需要2个
多月。

压减许可事项、证照分离、三证
合一、最多跑一次……顶层运筹谋
划和基层实践创新结合，持续深化
的简政放权改革让中华大地处处洋
溢着创新创业的生机。

5年间增长70%——中国市场
主体迈入“亿户时代”，中国成为世
界最大的创业国。

全面深化改革，将中国人的创新
力创造力深度激发，让亿万中华儿女
携手同心，推动一个发展中大国稳步
前行。

中国力量，彰显在互利共赢
的大格局中

京东买手团的晓菲，日常工作
是品鉴全球各地各种饮品。西班
牙的火腿、埃塞俄比亚的咖啡、澳
大利亚的龙虾……借力跨境电商，
中国人实现“买”全球，世界也同步
受益。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少数国家
互通有无，到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中
国在逐渐融入世界中走向富强——

1989 年，三花控股集团董事
局主席张道才第一次出国，去丹麦
考察丹佛斯工厂。“看到每个产品
都用自动化加工设备生产，还有
先进的管理手段，刺激很大。”张
道才说。

回国后，张道才迅速对企业做

了革新。如今的三花控股，已成为
全球领先的制冷空调控制部件生产
集团。

70年来，中国人民奋起直追，
与世界先进对标，逐渐实现从跟跑、
并跑到领跑的转身。

70年来，中国外贸规模从1950
年的11.3亿美元发展到2018年的
4.6万亿美元，增长超过4000倍，成
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开放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机遇。
“过去40年，可口可乐在中国

投资超过了130亿美元。”可口可乐
全球副总裁马修·埃科斯说。

“中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市场之
一。过去13年我们投资了50亿美
元。”KKR集团全球合伙人兼大中
华区总裁杨文钧说。

“我们对未来中国业务的发展充
满信心，预计到2019年底，我们将在
超过35个城市拥有约140家品牌零
售网点。”乐高集团中国区总经理黄国
强说。

70年来，中国累计使用外商直
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今天每一
小时，就有近7家外商投资企业在
中国设立。

开放的中国，为全球贡献智慧。
微信支付境外运营总监范帷讲

了这样一次经历：
“有次在荷兰史基浦机场使用微

信支付，一位当地人看了很感兴趣，
他一边听我解释、一边赞叹，详细打
听如何下载使用。那一刻，我很骄
傲。”

不仅是微信支付。
架桥、修路、铺轨，来自中国的

基建队伍连通了世界；
援外医疗、国际维和、人道救

援，中国展现越来越多的国际担当；
136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

195份合作文件，覆盖全球三分之
一以上的贸易……“一带一路”倡
议，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落地生根。

70年，一部亿万人民的奋斗史
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人民
携手并进，正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奔跑！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大潮奔涌起东方
——从壮阔70年看中国力量

1963年：
石油基本自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