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
2014年1月1日 星期三

编辑：张鹏飞 美编：许雁爽

组版：颜莉

习近平办公室
内景首度曝光

2013年12月31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
其办公室也首度曝光。通过
央视视频可以看到，习近平
办公室背景是一幅长城画
作，办公桌上有三部电话(二
红一白)，身后的书架上摆放
了四幅照片，分别是：(1)他与
家人推着轮椅上的父亲。（2)

他与夫人合影。（3)他骑着自
行车载着女儿。（4）他牵母亲
的手散步。视频还显示，右侧
书架上是一张他踢足球的照
片。 新华社发

习近平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

改改革革是是为为生生活活更更美美

据新华社北京2013年12

月31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12月30日下午就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
二次集体学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提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
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
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
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
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
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
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
目标不断前进。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坚
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发展道路，深化文化体制
改革，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广泛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
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
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
产业快速发展。夯实国内文
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
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
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
人抓起。

政治局集体学习：

夯实文化根基

从社会风气抓起

新华社北京2013年12月31日
电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
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
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
二0一四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我们即将迎来充满希望的
2014年。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
这里，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
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
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
侨胞，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
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祝福老
人们健康！祝福孩子们快乐！祝
福每个家庭幸福安康！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无数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仍然坚

守在工作岗位，不少同胞依然奔
波在世界各地为祖国辛勤工作，
许多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
安干警正在履行光荣使命。他们
有的远离祖国、远离亲人，有的
不能同家人团聚。我代表祖国和
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祝他们平安顺利！

2013年，对我们国家和人民
来说是很不平凡的一年。我们共
同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取得
了新的显著成就。成绩来之不
易，凝聚了大家的心血和汗水。
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3年，我们对全面深化
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共同描绘

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2014

年，我们将在改革的道路上迈
出新的步伐。

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
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
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
活得更加美好。改革是需要我们
共同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需要
付出艰辛的努力。一分耕耘，一
分收获。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中，我们已经创造了无数辉煌。
我坚信，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
的辉煌。

宇宙浩瀚，星汉灿烂。70多亿
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
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

发展。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祝愿各
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我
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在实现
各自梦想的过程中相互理解、相
互帮助，努力把我们赖以生存的
地球建设成为共同的美好家园。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的，成功
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
人们。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还
会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让老百
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还有大
量工作要做。我们要谦虚谨慎、
艰苦奋斗，共同谱写伟大祖国发
展的时代新篇章。

谢谢大家。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贺词对象由“对外”

转向“内外兼顾”

根据公开资料，在新年到来
的前一天，国家主席通过媒体发
表贺词，早在1991年就有先例，不
过那时还不叫“新年贺词”，而称

“新年讲话”。1990年12月31日，杨
尚昆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海外
听众作了新年讲话。

江泽民当选国家主席后，发
表新年贺词成为常态，经过胡锦
涛在任的10年，一直延续至今。

但仔细对比发现，发表贺词
的媒介和对象在悄然变化。1994
年、1995年，江泽民只通过中国国
际广播电台发表贺词。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是中国向全世界广播
的国家广播电台，通过这一平台
发表贺词意味着贺词主要是“对
外”。这一点在问候的主体上也
有体现，此两年的贺词的对象是

“各国人民和朋友、台湾同胞、港
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朋友”。

由此可以看出，在上世纪
90年代中前期，岁末年初发表
新年贺词，更多是向世界传达
中国声音，增进中国与各国间
的了解。

到了1996年，传播平台在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基础上，增加
了中央电视台，这意味着，贺词
的发表开始转向“对内”。不过，
1997年的贺词对象仍然是“海外
的听众和观众、港澳台同胞、海
外华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

“转内”趋势在1998年发生
质的变化。这一年，传播平台又

增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贺
词对象由外转内，成为“全国各
族人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
澳门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世
界各国的朋友们”。此后直至
2013年，“全国各族人民”均出
现在贺词中，并且列在问候对
象的最前面。

“改革”代替“发展”

登热词榜首

透过新年贺词中的高频词
汇，或能管窥到国家在不同发展
阶段的侧重点。1993年，十四届三
中全会召开，提出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在1994年新年贺
词中，“发展”成为最热的词汇，共
出现17次之多。

此后在江泽民、胡锦涛担任
国家主席期间，“发展”一直是新
年贺词中“出镜率”最高的词汇。
在2009年的贺词中，“发展”出现
了12次，但彼时刚过去的2008年
恰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
放”也成为热词之一，出现3次。

今年，在习近平的新年贺
词中，“改革”代替“发展”成为
最热词汇，共出现了5次。另外，
文中3次出现“希望”、2次出现

“幸福”和“梦想”。

习近平贺词

很接地气

今年的新年贺词更简短。梳
理发现，在1994年至今20年的贺
词中，今年的贺词只有775字，字
数最少。

“习近平的新年贺词文风朴
实、清新，很接地气”，山东省委党
校副校长孙黎海说。整个贺词读
下来，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没有冗
长的叙述，没有厚厚的段落，句
子简洁，整体结构更清新。

在语言使用上，贺词的整体
表达更为朴实，孙黎海认为，整
体没有官话套话，尽显亲民之
风。而“宇宙浩瀚，星汉灿烂”、“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的说法则透
出几分诗意。

面对刚刚过去的一年，习近
平说，我们共同战胜了各种困难
和挑战，取得了新的显著成就，
他特别表达了对所有人的感谢。

展望未来，习近平没有宏大
论述，而是说“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成功总是属于积极进取、不
懈追求的人们”。孙黎海表示，这
鼓励人们踏实劳动，用双手创造
美好生活，靠形式主义、不切实
际的空想实现不了既定目标。

梳理20年国家主席新年贺词，变化尽显时代印记

今今年年贺贺词词最最短短，，文文风风清清新新

贺词解析

1 2 3 4

2013年最后一天，国家
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14年新
年贺词。反观过去的二十余
年，国家主席在辞旧迎新之
际发表新年贺词已是惯例。
本报记者梳理20年来的新年
贺词，发现一些其中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呈现出我国不同
发展阶段的时代印记。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