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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什么是创新

主持人康辉：学习思想，领悟经典，
感受平语近人。欢迎您收看《平“语”近
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我是主持
人康辉。

首先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所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
一系列重要的讲话、论述、文章当中，有
一个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高到什么程
度呢？超过千次。这个词就是“创新”。
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在频频谈创新、事
事讲创新、处处谋创新。那今天我们就
围绕着“创新”这样一个主题，通过解读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我们来深入地领会
在创新领域，总书记是如何带头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敢为人先的。

好，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节目
的思想解读人，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建宁教
授。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大家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比任
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新时代新征程也面临新问题新挑
战，面临国内的改革攻坚、高质量发
展，面对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保持战略定力和
信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如何进一步
推进改革开放，走自主创新发展道路，
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
键。

关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有许多重
要和精彩的论述。请问大家，听过哪些
总书记关于创新的金句呢？

观众：我记得有一句是“人有我
有、人有我强、人强我优”。

观众：“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
方下大功夫”。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大家回答得非
常好，今天我们这一集就聚焦“创
新”，围绕“创新”这个主题，我们主
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创新；第
二，为什么要创新；第三，怎样创新。
到底什么是创新呢？接下来，就让我们
看一段短片。

总书记原音短片一：中华民族是富
有创新精神的民族。我们的先人早就提
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
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

主持人康辉：刚刚我们听到的习近
平总书记讲的这段话，是在2014年6月
9号，他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
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讲
的。这段话里，总书记有三处用典，其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还有
一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那么这一
句典出何处，又有怎样的含义呢？现在
我们有请本期节目的经典释义人，北京
师范大学康震教授为大家讲解。

经典释义人康震：“周虽旧邦，其

命维新。”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
文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周，虽然
只不过是过去时候的一个小国，过去的
一个旧邦，但是它的使命却是要不断地
革新，不断地走向创新的。“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出自 《易
经》，意思是说大自然的运行刚强劲
健，君子处世也应该如天道一样，追求
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
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
话呢，出自《礼记》的《大学》，意思
是说只有不间断地，日日、月月、年年
地革新，事物才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这
隐喻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和创造才是我
们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这方面，东汉著名的造纸的专家
蔡伦，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蔡伦出身
非常贫寒，所以很小的时候，就入宫做
了宦官。后来被提升为尚方令，主要是
掌管宫里边的手工作坊，监督各种器械
和各种御用品的制造。那么造纸就是尚
方令管辖的项目之一。应该说根据现在
的考古发现，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出
现了麻纸。但是这个纸啊，非常粗糙，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下，如何研发出新一代的纸张，就成为
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那么蔡伦应该说
经常到处寻访造纸所需要的原材料。在
他看来，树皮、碎布、破旧的渔网等
等，都是制作纸张的材料。经过反复的
试验、研制，那么最终呢，蔡伦终于制
造出了质量优良的纸张，不仅使用起来
很方便，而且成本也很低，普及起来非
常方便。所以后世呢，就尊蔡伦为造纸
的祖师，而且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
纸”。应该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无上
的智慧与创新的能力，而且这种创新和
智慧，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都起到了
巨大的推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三句话一并引
用，是在鼓励和倡导我们要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以古代的圣贤为
榜样，不断地创新，努力地创新，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断
地、不懈地奋斗。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谢谢康震老师
的释义。

什么是创新？
第一，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

的禀赋。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创造精神。
在中国古代，从思想学术到文学艺术，
从四大发明到万里长城，创造了伟大成
就。在当代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

“蛟龙”“北斗”“天宫”“天眼”“墨
子”“悟空”等一大批科研成果相继问
世，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更
是引人瞩目。中国人民的创造精神和创
新活力，前所未有地迸发出来，创造了
伟大奇迹。

第二，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伟
大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别人
恩赐的，而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推进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
等各方面的创新所取得的。

第三，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
运。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关于
厦航合资经营的改革实践，在福建工作
期间，关于“马上就办”以及后来浙江
形成的“最多跑一次”等工作要求，就
充分体现了敢为人先、求真务实的改革
创新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创新重要
性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全面深化改

革持续发力。习近平总书记谋划和部署
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都是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新实践，新时代改革创新的新
进展。而港珠澳大桥的建成，更是集中
展现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自主创新能
力。

2018年10月23日，在港珠澳大桥
开通仪式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港珠
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非常
了不起。

总书记同期声：“衷心地感谢你们，
我也相信你们又会重整行装再出发，又
会到需要你们的地方去。功不可没、劳
苦功高，而且这就是你们人生的价值，
要为自己感到自豪，我们也为你们感到
自豪。一个国家筚路蓝缕，坎坷奋进到
今天这一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
们这是最形象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一国两制’就
是这么走过来的。”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港珠澳大桥，
这条长达55公里的海上巨龙，屹立在波
澜壮阔的伶仃洋上。在8年的建设之路
上，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
层出不穷。6.7公里的隧道是当今世界
最长的公路沉管隧道。为实现超长沉管
隧道这一创想，团队尝试与外国公司技
术合作，但是10多亿元的高价远远超出
了团队的预期。中国工程师们在这一刻
深刻地意识到，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的
建设是一条创新之路，必定困难重重。

尹海卿同期声（中交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副总经理）：“这个
隧道在海中要5公里多，那么两头安过
来以后中间要对接，安装的精度，我们
要求的是，跟设计的主线不能超过5厘
米。”

思想解读人郭建宁：看似小小的一
段管节，实际上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重量将近8万吨，光是将其移动就要动
用一个舰队的力量。而中国筑桥团队，
不仅要移动这一巨物，还要让它在海底
对接，用工程师的话来说，这样的操作
难度不亚于在海底穿针。

海上“搭积木”，海底“穿针线”。
大到一座人工岛的搭建，小到每一个钢
筋的焊接，港珠澳大桥创新项目超过了
1000多个，创新工法40多项，形成了
63份技术标准，获得了600多项技术专
利。港珠澳大桥的成功建设，不仅仅是
中国工程师自主创新和勤劳汗水的结
晶，也是世界桥梁建设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创新是居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创新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显著特征。接下来就让我们看一段总
书记的原音短片。

◆第二部分：为什么要创新

总书记原音短片二：充分认识创新
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
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墨经》
中写道，“力，形之所以奋也”，就是说
动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

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
持续性。对我国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来
讲，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和“两个翻番”是难以
做到的。当然，协调发展、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都有利于增强发展
动力，但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
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
子”。

经典释义人康震：大家刚刚看到的
这段原音短片，有两段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

第一段是2018年5月28日，习总书
记出席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一段
讲话。

第二段呢，是 2016 年 1 月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
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讲话。

在第一段讲话里，习总书记引用了
一句典故：“力，形之所以奋也。”这句
话出自战国时期著名的墨家著作 《墨
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
力，这个力量的力，是使得物体的运动
发生转移和变化的手段。这对“力”的
概念，做出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界定。
《墨经》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著作，内容
非常丰富，用我们现在的目光来看，里
边包含有大量的哲学、物理学、数学等
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此外在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记录
古代科学技术的著作。比如说宋代的沈
括，非常著名的一本书 《梦溪笔谈》，
明代的宋应星所写的《天工开物》。所
有这些书籍里边，所记载的中国古代的
科技，对中国古代的文明的发展、繁荣
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那么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史上，
还有许多的能工巧匠。譬如说三国时代
魏国的扶风人马钧，就是一位能工巧
匠。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一位非常
杰出的机械制造师和发明家。马钧这个
人很有意思，他自幼家境贫寒，读的书
少，不大会讲话。可是这样的人善于思
考，精于巧思，勤于动手，注重实践，
特别喜欢钻研机械工程方面的事，所以
有“天下之名巧”的称誉。

他到底有哪些机械工程方面的发明
创造呢？我跟大家说一说。

他改进了当时的织绫机，就相当于
我们现在的纺织机，提高的功效有四到
五倍。他还发明了一种灌溉的水车，这
种水车叫翻车。它最大的功能是能够把
水从低处提到高处。大家要注意，我们
现在把水从低处翻到高处，那要靠泵，
要靠水电。但在当时，纯粹利用的是工
程机械。将原来水车的功效提高了数
倍，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农田水利
工具之一。你看看，居然有这样一位奇
妙的人才，是一位发明家、机械工程专
家。

因此我们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中，就引用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 《墨
经》当中的“力，形之所以奋也”这句
话，用以强调和凸显科技创新，对于实
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主持人康辉：谢谢康震教授。正像
康震教授刚刚讲到的，总书记引用

“力，形之所以奋也”这句话，是在再
次强调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也在强调我
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
如果这个动力不足，或者是没有这个动
力的话，那么中国号巨轮的前行又会受
到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思想解读人郭建
宁教授给大家讲解。

（下转04版）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解说词（第七集）

自强不息日日新

“创新”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
政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五大发展理念
之首。本期节目讲述“创新”在中国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价值与作用，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的论述。

本集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