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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赋能聚合力 携手共建促发展

金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委与金湖农商银行党委
举行党建共建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金湖县科技局党组书记、金
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委书记唐
利芹表示，产业链发展不是“独
角戏”，而是“协奏曲”。党建共
建不是简单的“物理相加”，而
是催生“化学反应”的深度融
合。围绕深化共建实效，她提
出：一是深化组织共建，打造

“党建+金融”的协同发展平台，

坚持“组织联建”先行，建立常
态化、长效化共建机制；二是创
新服务模式，构建精准滴灌的金
融赋能体系，以“资源联享”为
抓手，推动金融服务与产业需求
精准对接；三是强化责任担当，
筑牢风险防范的长效发展防线，
以“发展共促”为目标，推动共
建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实效。

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促进金融、科技
与电线电缆产业深度融合。5
月 12日下午，金湖县电线电缆
产业链党委与金湖农商银行党
委举行党建共建暨战略合作签

约仪式，金湖县科技局党组书
记、金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
委书记唐利芹、金湖县科技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金湖县电
线电缆产业链党委副书记王洁
及县科技局相关部门人员，金

湖农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硕令，党委副书记、行长邱
驰及相关领导班子成员、相关
部门、支行负责人，金湖县电
线电缆相关企业代表参加签约
仪式。

金湖县科技局党组书记、金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委书记唐利芹与金湖农商
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硕令签署党建共建暨战略合作协议。

金湖农商银行党委书记、
董事长周硕令表示电线电缆产
业是我县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是全县培养新质生产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阵地。双方
开展党建共建暨战略合作，既
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
政银企合作、服务实体经济”
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双

方以党建共建为引领，以产业
链需求为导向，推动“组织联
建、资源联享、发展联促”的
生动实践。就下阶段深化合
作，他提出：一是以党建聚
力，共筑发展“强引擎”；二
是以金融注力，激活产业“全
链条”；三是以服务加力，打
造共赢“生态圈”。

此次党建共建，标志着金湖农商银行与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委的合作迈入新阶
段，金湖农商银行将以此次战略合作为新起点，聚焦协同发展,以“红色引擎”驱
动“金融引擎”，以“党建链”赋能“产业链”，用扎实举措为链上企业提供更加优
质的服务，为金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马雯雅）

金湖农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邱驰与金湖县科技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金湖县电线电缆产业链党委副书记王洁授信授牌。

金湖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赵丽与企业代表现场授信签约。

世纪之问与中国道路的历史抉择
——从国共两党不同回答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实践伟力

■ 中共金湖县委党校 张来林

世纪之问：近代中国的生死抉择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天朝迷梦，特别是中国的
首都在一百年内三次被外国侵略者攻破，中国陷入"三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严复“夜起
而大哭”的悲鸣，张謇“不幸而生中国”的慨叹，折射着整
个民族的生存焦虑。

在这民族存亡的十字路口，著名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
于 1938年提出振聋发聩的“世纪之问”：中国人能否完成近
代化转型？能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
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
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技术层面的“能否造枪炮”，更触及
文明根基的“能否重塑民族精神”。国民党政权用消极抗战
与独裁统治作答：蒋介石断言“三日亡国论”，何应钦哀叹

“工业差距悬殊”，汪伪集团甚至堕落为民族败类。这种“器
物决定论”是对唯物史观的背离，本质上是将民族命运寄托

于列强施舍的买办思维。

两种答案：群众路线与唯武器论的历史对决

面对同样的时代命题，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窑洞中给出了
马克思主义的破题之策。毛泽东在 《论持久战》 中犀利指
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不
仅是对“器物决定论”的超越，更是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
展。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八路军以 1/5 的兵力牵制
65%的侵华日军，用实践印证了“兵民为本”的战争哲学。

这种政治优势源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把握。从
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 1945年

《论联合政府》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群
众组织力转化为制度生产力。晋察冀边区土地改革使农民生
产积极性提升 300%，淮海战役中 543万支前民工用独轮车推
出胜利，这些数字背后是"人民至上"的价值密码。

道路之争：两种现代化范式的世纪检验

1949年的历史分野具有世界意义：当国民党携 420万两
黄金退守台湾，其延续的仍是半殖民地经济模式，最终沦为
美国予取予求的“棋子”；而中国共产党在废墟上开启的社
会主义建设，则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从 1952 年到
2020年，中国GDP增长约 1800倍 （世界银行数据），人均预
期寿命从 35 岁增至 78.2 岁，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
践伟力。

新时代的答卷更具启示性：精准扶贫消除绝对贫困，北
斗系统打破GPS垄断，5G技术领跑全球……这些成就背后，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当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惊叹“中国实现了超越人类极限的发
展”时，他看到的不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中国共产党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代性建构。

历史启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站在“两个一百年”交汇点，“世纪之问”已升华为如

何实现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课题。中国共
产党的答案蕴含着三重逻辑：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重构
现代化内涵，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文明逻辑；用改革开放
40年创造 1.4亿个就业岗位，证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
性的实践逻辑；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解决全球治理
赤字提供东方智慧的价值逻辑。从高铁网络到数字人民币，
从“一带一路”到碳中和承诺，中国共产党正以“中国之
治”回应“世界之变”。正如金一南在 《为什么是中国》 中
揭示的：真正的现代化不是对西方模式的邯郸学步，而是文
明基因的创造性转化。

回望百年征程，“世纪之问”的本质是对道路选择的历
史叩问。国民党用“历史终结论”书写悲剧，中国共产党则
以“赶考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东升西降”成为 21 世纪大势，中国共产党的答案
不仅关乎民族命运，更在为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东方方案。这
条道路，注定要在历史的星辰大海中继续绽放真理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