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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雅加达 5 月 6 日电 (记者李志
晖 、余谦梁)当地时间 5 月 6 日下午，应印
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邀请，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
际机场，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
问。

李克强步出舱门，礼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
致敬。印尼海洋统筹部长卢胡特等政府高级官
员在舷梯旁热情迎候。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
驻东盟大使黄溪连也到机场迎接。

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印尼互为重要近邻，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成功访问印尼以来，两
国积极对接发展战略，各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今年适逢中国和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 5 周年。我此访是为巩固政治互信、深
化互利合作、增进人民友谊而来。期待双方
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李克强表示，东盟是中国的重要伙
伴，今年适逢中国和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 15 周年。中方愿同包括印尼在内的东
盟各国一道，抓住机遇，推动中国-东盟

关系与合作实现更大发展，共同打造周边
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
展。

访问印尼期间，李克强将同佐科总统举
行会谈、共植友谊之树、见证双方合作文件
签署、共见记者，会见卡拉副总统并共同出
席中国印尼工商峰会。李克强还将到访位于
雅加达的东盟秘书处，会见东盟秘书长林玉
辉并出席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
年庆祝活动。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全国政

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
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应印度尼西亚共
和国总统佐科·维多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5 月 6 日上午乘专
机离开北京，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赴日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对日
本进行正式访问。

陪同出访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
捷，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主任何立峰等同机离京。

离开北京抵达雅加达

李克强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正式访问
将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
地时间 5日中午，嘹亮的《国际歌》在德国西南
部城市特里尔市中心的西蒙教堂广场响起。

上千人聚集在一起，很多市民用歌声、掌
声和欢呼声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并期
待着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雕像揭幕。

随着红绸缓缓滑落，一座青铜材质雕像
“站”到了父老乡亲面前：高阔的前额，浓密的
胡须，目光凝视远方，脚步坚定沉稳。

1818 年 5 月 5 日，马克思出生于特里
尔，他在这里生活到 17 岁。

流淌的摩泽尔河拥抱着静谧的古城，街
道上的石子小路依然如故。马克思“凝望”着
故乡特里尔，17 载岁月缓缓流过……

自信从容，目光炯炯，这位伟人手拿书本，
迈步向前。他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中国将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
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中国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致辞时，现场嘉宾
和观众多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人竖起
大拇指表示称赞。

郭卫民表示，马克思的思想是世界的宝
贵精神财富，对中国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令我们很自豪，所
以这尊雕像对特里尔很重要，”特里尔市市长
莱布说。为此，特里尔市曾多次派人前往中
国，与雕像作者、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反复
商讨设计方案。

吴为山说，他选择了马克思 48 岁至 49
岁的形象作为雕像呈现的样貌，那时这位伟
人正在撰写《资本论》。雕像展现了行进中的

马克思，他手中的书和脚下的路充分说明人
类依靠智慧和力量将不断前进。

揭幕仪式一结束，许多市民和游客就纷
纷涌到雕像旁欣赏并合影留念。

特里尔退休教师米夏埃尔·蒂勒留着和
马克思一样的络腮胡。他说，两个世纪过去
了，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在今天同样散发着真

理的光芒。
马克思，不仅属于特里尔，更属于全世

界。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馆长诺伊说，人们应该
像马克思在他的时代那样深入思考，从而让
人类社会更加公平、正义。

(记者翟伟、王子辰、任珂、沈忠浩)
新华社德国特里尔 5 月 5 日电

永远的伟人 不朽的精神
中国赠送马克思雕像在特里尔揭幕侧记

▲ 5 月 5 日，在德国特里尔，人们参观马克思雕像。 新华社记者单宇琦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电中央宣传部、中
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4 日
至 6 日在北京召开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理论研讨会。与会代表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
纪念大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 6 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为夺取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理论支
撑。

这次理论研讨会，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研讨会期
间，代表们畅谈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的体会，加深了对马克思光辉一生和伟大
贡献的认识，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
和深远影响的认识，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伟大历程和丰硕成果的认识，加深了对
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理

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以一系列原创性
战略性的重大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21世纪马
克思主义。社科理论界要增强理论担当，潜
心研究、勇攀高峰，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学习
和研究引向深入。要在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上不断取得新进展，在研究阐释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上不断取得新进

展，在研究阐释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上不断
取得新进展，在研究回答当今世界面临的重
大问题和挑战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
明主持会议。

研讨会主办单位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
专家学者 23 人作了大会发言。中央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咨询委员会委员、专家学者代表、地方党
委宣传部负责同志等，共 230 多人参加会
议。

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理论研讨会举行
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据新华社维也纳 5
月 5 日电(记者刘向)位
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城
北的卡尔·马克思大院，
1930 年落成，这座庞大
的红色住宅是维也纳唯
一一处以马克思命名的
建筑。

5 日，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际，记者来
到位于卡尔·马克思大
院的“红色维也纳”博物
馆，参观“马克思在维也
纳”特别展。展览再现
1848 年马克思来到维
也纳了解工人运动短暂
而珍贵的历史。

特别展策展人维尔
纳·鲍尔说，1848 年，30
岁的马克思在欧洲已经
有一定知名度，同年 2
月《共产党宣言》出版。
马克思坐火车从柏林来
维也纳的消息登上了当
时的《维也纳日报》。

鲍尔说，马克思来过维也纳不是秘密，
但如今大多数奥地利人并不知道。在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之际举办这个展览，再现马克
思在维也纳活动场景，是个好时机。展览目
的是向人们展示马克思在维也纳做了什么
以及马克思对当时奥地利工人运动的影响。

谈到马克思的现代意义，鲍尔说，如今
对奥地利左翼政党和思潮流派等，马克思主
义依然发挥重要影响。马克思哲学和他对资
本主义的分析并不过时。

“马克思在维也纳”特别展今年 4 月 12
日开幕，将持续到 12 月 20 日。鲍尔说，特别
展一周开放 2 次，开展迄今已接待约 2000
名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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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黄的信笺、外壳斑驳的怀
表、卷了边的书籍……据工作人
员统计，截至当地时间 6 日中
午，重新开放的卡尔·马克思故
居纪念馆，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
地近 1500 人到访。

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
际，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经过修缮
和重新布展后于 5 日重新开放。
马克思的玄外孙女及其家人等来
宾参加了重开仪式。

当红色绸缎被剪断，现场上
百名来宾和观众发出欢呼声，纪
念馆大门开启，大家争相涌入，
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拜访马克
思的出生地。

马克思于 1818 年 5 月 5 日
出生在这里。在重开仪式上，一
名来宾宣读了一份 200 年前的文
件——— 马克思的出生证明。

在深灰色屋顶和白色墙壁的
衬托下，故居庭院窗台上的小红
花艳丽地绽放着。与以前相比，
修缮后的故居房间更加明亮，纪
念馆更显生机。

故居纪念馆还推出了新的永
久主题展——— “从特里尔走到世
界：卡尔·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
响持续至今”。新展览首次展示
了国际金融危机后马克思更加受
到世界重视的内容。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
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从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去寻求一
个更加公正的世界。因此，《资本论》销量暴涨并不意
外。”展览结尾的一行字，将马克思与当今世界的问题紧
密联系在一起。

故居纪念馆馆长伊丽莎白·诺伊告诉记者，从布局到
内容，这个展览想告诉参观者：马克思不仅是历史，也是
现实。

“我们发现，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仍在延续。他的思
想仍然鲜活。”诺伊说。

短短一天半，观众留言簿已经写了上百页，文种包括
德语、俄语、英语、阿拉伯语、中文和朝鲜语等。

一个署名为“爱你的父亲”的观众在留言簿上用英语
写道：“致我的女儿丽贝卡，这个地方值得一来。今天没
能来，以后也应该来。另：你(马克思)让共产主义帮助了
全人类。”

来自荷兰的洛曼一家在故居纪念馆里仔细观看着，父
亲一边看一边向十来岁的儿子讲解。他们全家来特里尔旅
游，来了之后发现赶上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我们真是
太幸运了！”父亲洛曼说，一家人立即改变行程，一大早
就来到了故居纪念馆。

纪念馆的参观者既有年轻人，也有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共产党宣言》第一版、马克思的亲笔信和马克思逝
世时坐的扶手椅等展品，吸引了许多参观者长时间驻足观
看和沉思。

“今天这个日子，我必须来！”布丽吉特·比尔茨在
不远处的卡尔·马克思街开了一家商店。“坐在马克思扶
手椅的对面，静下心来，按下放音按钮，你仿佛在跟伟人
马克思对话。这种感觉好极了！”

馆内人流不断，窗外阳光灿烂。人们在马克思故居纪
念馆感受伟人不平凡的一生，领悟着真理的力量……

(参与记者：翟伟、任珂、沈忠浩、王子辰)
新华社德国特里尔 5 月 6 日电

新华社上海 5 月 6 日电(记者孙丽萍、任垚媞)融合短
音频和网络直播等新型传播方式，一档为 90 后度身定制
的音频党课《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在互联网上迅速成为
“网红”，自 4 月 17 日开播至今，节目总收听量累计逾
2 . 7 亿人次。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你总是听到他的名字，如雷贯
耳，可实际上你却对他所知甚少？”“马克思的童年可以
说过得无忧无虑，没有做不完的作业，没有上不完的奥数
竞赛班，他从小就机智过人，是公认的‘孩子王’……”
“和大多数人一样，马克思的父母也望子成龙，希望他以
后成为有名望的大法官，可小马克思想法独特，从小在心
中就种下了与众不同的择业观，你猜得到是什么吗？且听
下回分解！”

《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是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之
际，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市党建服务中心、阿基米
德 FM 等单位联手打造的系列音频党课，共有 19 期音频
党课和两场线下沙龙。首期音频党课《最熟悉的陌生人》
刚刚上线，就以轻松诙谐、精辟有趣的内容圈粉无数。每
期音频短短数分钟，但内容经过精心策划选择，配有文字
大纲和幽默漫画，一个个小故事娓娓道来，首尾相连环环
相扣，吸引 90 后不断“追剧”、欲罢不能。

党课不仅在网上走红，也在线下“生根”。短短大半
个月中，《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已经同时举办多场线下
活动，请党史专家和粉丝面对面交流。 5 月 5 日晚上，以
“ 90 后的担当”为主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曾
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
学教研部教授王强来到复旦大学，参加《给 90 后讲讲马
克思》的线下沙龙活动及网络直播。

沙龙活动现场， 90 后们、年轻党员们纷纷提问。
“ 90 后除了通过课堂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还可以通过
什么途径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 90 后未来该如何做
才能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专家们轻松作答，为年
轻人解读如何在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我觉得网络直播的形式特别好，我刚刚一边听一边
还参与了直播间评论，看到大家纷纷留言，觉得很有交流
的感觉。”来自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大一新生易建旭说，
网络直播有关马克思的党课特别接地气，让年轻人觉得很
亲切，不再觉得伟人遥不可及。

根据网络音频党课《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内容衍生
出版的书籍《马克思的 20 个瞬间》也已经出版，目前开
始了第三次加印。

“正值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我们希望能用新的方
式，给我们新生的群体，讲一讲马克思的故事。”曾峻
说，百年过去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在不断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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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走红，线下“生根”

《 给 90 后讲讲马克思》

系列音频党课成“网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变得“年轻”
谈到找女朋友， 21 岁的王博贤首先想到

的是燕妮。
“马克思与燕妮近半个世纪患难与共的相

守，证明了奋不顾身的爱情和‘为天下人争幸
福’的共同理想才是家庭的基础。”这名中国
人民大学三年级学生说。

王博贤第一次对马克思有直观感受，是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概论》的公共课上。

“马克思熟读荷马和莎士比亚，他深厚的
修辞功底在写给燕妮的情诗中展现得淋漓尽
致。”王博贤说。

从此，马克思在王博贤心里不再仅是“主
义”的代名词，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追求有
血性的人。

带来如此变化的，是讲授这门被简称为
“马原课”的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张晓萌。

32 岁的张晓萌教“马原课”已有 6 年。
她曾就读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哲学系，并赴
巴黎政治学院、哈佛大学深造。

“通过对多种哲学思想体系的比较研究，
我深深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魅力。”
她说。

5 月 5 日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在中国
青年一代眼里，这位表情严肃的大胡子德国人
可能只是墙上挂着的画像，然而他作为世界无

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对世界做出的巨大贡
献更值得被后人铭记。

张晓萌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等
领域的思想结晶作为贴近不同专业背景学
生、因材施教的宏大资源库。《年轻的卡
尔·马克思》《摩登时代》等电影的经典片
段是她授课的生动注解。

她和团队运行的微信公众号“马原课请
睁眼”则成了师生互动的平台。

公号头像取自学生泥塑的马克思卡通形
象，令人莞尔。最近推送的“ 2018 马克思
的中国游”，以假如马克思能够来到今天的
中国，会遇见怎样的中国为引子，介绍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图文展示马克思
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生活中，张晓萌常用不同方式跟身边的
亲友及退休党员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无一
例外都非常感兴趣”。

“因此我更愿意做一个解说者，而不是
强加者。”她说。

约 500 公里外的内蒙古大学，正在自习
的学生潘雪兮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微信：
“马克思真是一个矛盾的金牛男！又想面朝
大海，又要关心人类的粮食与蔬菜。”

潘雪兮马上回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乖
巧”的动画表情。

“现在，我们身边读马克思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她说。

去年，潘雪兮和同学在校内组织“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系列活动，起初参加
的人不多。受说唱歌曲《马克思是个 90
后》的启发，他们开始寻找马克思和青年人
的相似处。

“我们发现他是非典型金牛座，也有拖
延症，还是个段子手，最重要的是没有被贫
穷限制想象。”

《马克思是个 90 后》是北大毕业生卓丝
娜创作的。内蒙古大学学生宋佳雯说，这首歌
将马克思表现为“一个满怀理想的热血青
年”，“感觉一下子就离我近了”。

哼着《马克思是个 90 后》，她第一次
翻开了《共产党宣言》。“看不太懂，但是
我想了解马克思是怎么想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参加了《共产党宣
言》导读活动，与老师同学讨论。她惊喜地
发现自己开始读懂这本书了。

内蒙古师范大学赵敏说，马克思对她而
言首先是一位“治愈大师”，然后才是政治
家。

她第一次发现不一样的马克思，是看了
一档“从不同角度阐释马克思这个人和他的
思想”的电视节目：《马克思靠谱》。

“我觉得马克思可以是很丰富的。在武
侠小说里，他可能就是身怀拯救世界的绝技
却怀才不遇的大侠，即使不被认可也在拼命
努力。一想到这样的马克思，就感觉自己在
学习中遇到再多困难，也瞬间被治愈了。”
她说。

而对参与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简称《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胡晓琛来
说，每天都充满意义和乐趣。

大学时，他曾组织同学研读《共产党宣
言》中德双语版，自己读过《德意志意识形
态》，到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工作后接触到了
原版。

“那种找到源头、发挥所学的兴奋感到
现在都没有消减，反而兴趣更浓。”他说。

遇到有所感触的马恩原著句子，胡晓琛
会存在电脑里，时时翻看，激发学习的灵
感。工作之余，他在读德国史博士。

“时代需要多样的人才，也需要多元化
的理想和追求。”他说。

在最新完成的一个智库项目中，他选择
研究微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如何学习马克思主
义，“希望更多年轻人认识和了解马克思主
义，从中找到养分”。

(记者曹槟、魏婧宇、魏梦佳；参与采写：
王健、马姝瑞、马玉洁)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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