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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下午，习主席在看望参加政
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

“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希望大家承担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
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
大创造中发现创作的主题、捕捉创新的
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
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为时
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这一
精辟论述和明确要求，既是对我国文艺、
社科价值取向和发展规律的深刻阐发，
也是对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和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者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寄予的
殷切希望。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作
为时代前进的引擎与号角，文艺和社会
科学能够有力引导一个时代的社会风
气、充分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集中
彰显一个时代的文化自信。大凡史诗性
的文艺作品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都是
以时代精神为统领而涵育、打磨和淬砺
出来的。由于反映时代变革、采录时代
脉动、摹绘时代精神，所以文艺和社科精
品能够绽放出璀璨的艺术魅力和夺目的
思想光彩，能够迸发出驭动社会迁变和
引领时代潮流的精神伟力。时代的进步
历来就与文艺发展和理论成长如影随
形，伟大的时代需要繁荣的文艺和有温

度的理论作为精神支撑。《史记》《三国演
义》《红楼梦》《平凡的世界》《人间喜剧》
《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和《国富论》
《战争论》《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矛盾
论》《实践论》等这些名篇巨著，承载和传
播着时代精神的主导旋律和时代前行的
高亢音符，永远成为社会变革的历史见
证和时代创新的文化标注。

当今中国，正处在快速承接现代化
主潮并置身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时期，
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
文明进步作出重要贡献的伟大时代，忠
实记录、迅捷书写、热情讴歌、艺术再现
这个恢宏壮阔的伟大时代，为人民群众
提供和奉献文艺力作和理论巨制，既是
文艺创作和社科研究的核心任务，也是
当代中国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自身价值的
重要体现。而要确保文艺创作和社科研
究始终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就必须坚
持与时代同步、与社会同行，大力倡导和
弘扬时代精神。

作为时代生活的形象反映和理性升
华，文艺作品和社科成果是时代发展的
产物和结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
一条基本原理。古今中外，文艺和社会
科学无不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和法度：因
时而兴，乘势而变，与时代同频共振，随
时代繁盛勃兴。在人类发展的重大历史
节点，文艺和社会科学都能发时代之心
音、伴社会之节律、奏历史之弦歌，成为
时代演进的先导和社会变革的先声。正
因为此，不同时代的文艺和社会科学才
氤氲着不同的时代气息、时代精神与时
代气质，才呈现出不同时代的面影、烙
印和特征，才成为不同时代社会生活和
人文精神的形象写照与理性概括。回望
中外文艺发展史和社会科学演化史，不
难发现，众多经典名著之所以能够在漫
长历史岁月中广布流传，且至今依然葆
有艺术魅力和理性力量，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这些作品著述均从某一侧面折射
和传递出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足迹与
时代精魂。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面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
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
个目标”这一伟大时代，中国当代作家艺
术家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正确认识和
准确把握新时代的趋势和特点，积极投
身新时代风云激荡的改革实践，把反映、
回应和揭示时代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
顺应时代走势、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
问题、承担时代责任，自觉扬厉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将文艺创作和社
科研究寓于时代进步之中，用更多高扬
时代旗幡、镂刻时代足迹、鸣响时代回
声、镌绘时代图谱、阐释时代症候的文
艺作品和科研著作回赠给常言常新的
时代。

习主席曾经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
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

‘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历史
是人民的创造，新时代是人民的新时代，
反映新时代就是礼赞人民，歌颂新时代
就是褒扬人民。在新时代的宏阔舞台
上，文艺和社科工作者要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把反映时代呼声和展现人
民心声有机统一起来，脚踩坚实大地，心
贴人民冷暖，通过置身多维、多元、多彩、
多变的现实生活，在了解百姓生存状况
中汲取创作养分；通过深入工厂、田野、
军营、学校等基层一线，在把握群众思想
脉搏中寻找理论支点。用文艺表达人民
心声，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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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26日 下 午 ，微 风 扑
面、阳光和煦，我们闻到了一丝春天的
味道。

我们再次来到驻扎抚顺的雷锋生
前所在部队。从 2012年 10月开始，我
们团队长期跟踪采访“雷锋班”，讲述历
任“雷锋班”班长的故事。

这次来，我们的采访目标是“雷锋
班”第 26任班长张阳——一个 1994年
出生的小伙子。正如他的微信名“一线
阳光”那样，我们见到了一个典型的阳
光大男孩。“即使到了‘流浪地球’的时
代，也需要雷锋精神来为你领航。”他这
句话先把我们小震了一下。随着采访
的深入，我们又被他正在做的一件事大
震了一下——

它，就是“微锋”活动，一个新时代
弘扬雷锋精神的创新之举。

“微”启航

2013年 9月，张阳坐了两天车，从
老家河南南阳来到辽宁抚顺，被编进新
兵连。

张阳训练很努力。“我身体素质好，
第一次3公里越野只用12分多钟，很多
老兵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那些照片，
我都是绑着沙袋（训练）的，全部超负
荷。不管是日常训练还是内务整理，我
都要做到最好。班长特别喜欢我，经常
鼓励我。大家也觉得张阳这小伙儿行，
什么事都能干，不怕累……我觉得表扬
太重要了，是部队的良性环境激发了我
潜在的东西。”

“我在新兵连有两三个月，后来到
舟桥连。在舟桥连大概有4个月，当时
全团搞大比武，就是全团战士在一起看
新闻，然后由一个连队派一名代表，在
全团官兵面前讲心得体会，领导现场打
分，看谁的观点好、思路新。连队指导
员让我去。我讲得比较直白，没有遮遮
掩掩，没想到效果还不错，不到10天时
间，团里把我从舟桥连调到雷锋连（汽
车连）。一个月后，我从6班调到了‘雷
锋班’。那一天，是2014年6月23日。”

2017年 9月 28日，张阳当上“雷锋
班”班长。

我们问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部队长
李莹：“为什么选择张阳当班长？”他说，
当初选张阳，主要是因为他政治合格、
素质过硬，在“雷锋班”工作表现出色，
使命感强，特别是在宣传雷锋精神方面
有激情。

雷锋连指导员杨加木告诉我们：
“张阳在当副班长时就搞过一个‘暖锋
行动’，资助贫困地区学校的孩子，完全
是凭他一己之力干起来的，效果不错。
这让我们看到他在宣传雷锋精神方面
很有办法。”

当班长后，张阳真的像李莹说得那
样——更有激情，也更有创造力。“我们
班战士每个月都有 50元或 100元的捐
款，很多人离开‘雷锋班’后可能就有找
不着组织的感觉了，可他们还想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我就想建这样一个群，
让大家找到归属感。也许你到年龄退
伍或转业走了，但依然在这个团队里，
只要有这份情怀，你就可以找到组织。”

这个组织就是“微锋”爱心团队，微
信群名叫做“‘微锋’家族”。

张 阳 这 样 解 释“ 微 锋 ”的 含 义 ：
“‘微’就是微小、微笑的意思，‘锋’就是
雷锋。后来，一位将军来‘雷锋班’，知
道这事后题词：让‘雷锋’化‘微锋’，吹
暖每一颗心。”

露珠虽小，但折射的是太阳的光
辉。张阳说，微笑的力量、微小的力量，
恰恰最能反映雷锋老班长最本源的爱。

2018年 8月 1日，“雷锋班”倡议成
立“微锋”爱心团队，专项资助贫困学
生。起初，由“雷锋班”战士捐款，后来
全国各行各业的一些志愿者开始加入，
形成了现在的“微锋”家族。

张阳强调，“微锋”成员做的只是
“力所能及”的事，不鼓励超出自己承受
能力捐款。“我们一个退伍的战士去上
大学了，每月还捐100元助学，我给他退
回去。我说咱们当时成立这个团队的
初衷就是做力所能及的事。你还在上
学，捐50元就行。不用打肿脸充胖子，
你们捐得多了，我的压力反而很大。”

张阳希望“微锋”家族越来越大，
可在吸纳成员时又很慎重。“我们当然
需要新的爱心力量汇入，但不能草率。
你要是有目的性，比方说企业的老板想
通过加入团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那就
不用了。我们必须在理念上是相通
的。”在善款处理上，张阳也很慎重，“每
次捐助之前，我都在群里征求意见。大
家捐的钱，我只是代管，不能一个人做
决定。”

在张阳的主持下，“微锋”活动有了
一个扎实的起步。

“微”生活

目前，“微锋”爱心团队已有 34
人。人不算多，但覆盖各行各业，有民
警，有老师，有医生，还有大学生……

姚远，是第 33位加入“微锋”爱心
团队的成员，以前在雷锋连当过班长。
他说：“我加入‘微锋’，就觉得自己从来
没有离开雷锋连。现在到了新单位，我
还是一颗雷锋精神的种子，还能带动身
边更多的人成为雷锋精神的种子。”

李雨萌，是沈阳化工大学应用技术
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还担任校学雷锋
基地雷锋事迹讲解员。她在参观“雷锋
班”时认识了张阳，后来成为“微锋”爱
心团队一员。她用课余时间兼职打工
赚的钱为“微锋”捐款。她说，现在挣得
少就少捐，以后挣多了就多捐。她讲了
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曹家小学支教
结束后，一个小姑娘画了一幅画送给
我，画的是蓝天上的一道彩虹，还散发
着光芒。我就问她：‘为什么要送给我
啊？’她说：‘姐姐你是志愿者吧，我听说
志愿者就像那天上的彩虹一样美丽，长
大了我也要跟你一样当个志愿者。’时
至今日，这幅画还摆在我书桌上最醒
目的位置。对我来讲，这幅画胜过一
切荣誉。”

“一位‘微锋’成员，叫马士辉，在抚

顺一个派出所当民警。他资助过一个
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没有人知道。这个
孩子高考的时候，马士辉负责在考点执
勤。她考完试出来，刚好看到他在执
勤，赶紧跑过去，先是抱着他，接着又跪
在了地上。马士辉的同事还纳闷：老马
不是只有一个儿子吗，怎么又多出个女
儿？我听派出所的所长讲这件事时，眼
泪都流下来了。后来马士辉找到我说，
他工资有限，那个孩子上大学了，一个
月资助 300元不够了。我对他说：‘咱
们一起供她上大学吧。’”张阳说。

在“微锋”活动期间，张阳觉得自己
变得简单了。每一次捐助，他都被“微
锋”爱心团队的成员们感动着。“有些人
加入这个团队，我们根本就没有见过
面。如此的信任、支持，给了我和‘雷
锋班’很大惊喜。谁有这样的力量，能
让陌生人之间彼此信任？只有老班长
雷锋！”

2018年 10月 1日，张阳到山东莱
阳一个新兵团做报告，还和几个战士搞
了一次座谈并留了联系方式。没过两
天，有人加他微信。“她说自己是一个新
兵的家长，孩子听了我的一堂课后，就
和她说一定要加入‘微锋’爱心团队。
她想了解一下，我就跟她介绍了情况。
她说：‘你们有大情怀，我也要加入。’这
位母亲没有透露自己的姓名，捐款用的
名叫‘微锋’，她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名
字。到现在，我只知道她是一名老师，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张阳说。

我们跟“微锋”家族群里一个叫“太
阳风”的人私聊，才知道她就是那个

“微锋”。
“孩子说他是新兵，联系团队不方

便，希望家里人也能加入，跟着大家一
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入群
的时候，怕张班长多想，毕竟儿子是新
兵，加入团队的目的就是为了跟大家一
起尽点绵薄之力，而不是跟部队拉关
系，于是我就想一直以‘微锋’代称。”她
接着说，“虽然我平时也参与一些很小
的非功利性的捐助活动，但当我一知道
每天为我们幸福生活负重前行的可爱
军人用仅有的生活费帮助别人时，我们
这些人又岂能袖手旁观？”

张阳也说，微善大爱是可以传递的。
“我们资助过一名在哈尔滨读高三

的学生小龙。小龙爸爸想用工伤赔付
款和借的钱盖猪圈养猪来改善家里生
活，可猪圈盖到一半时突然离世。面临
辍学的小龙给我们写了一封救助信。
我们一个月给他汇款500元，资助他继
续完成学业。他很争气，考上了哈尔滨
的一所高校。我们决定继续资助他，一
个月汇款 1200元。半学期后，他给我
打来电话说：‘哥，你以后每个月不用给
我打钱了！我在学校食堂勤工俭学，管
饭，每月还给我100元。你们这个钱可
以去帮助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听完
小龙说的话，我心里特别感动。更让
我自豪和骄傲的是，又过了半学期，小
龙再次给我打电话，说他加入了学校的
志愿者服务队，能像我们一样去帮助别
人了。”

“我把每笔钱都登记在册。我有一
个本子专门来登记，包括每一分钱的收
入和支出。”这个登记簿就摆放在张阳
的桌子上。由于加入“微锋”家族的人

越来越多，筹集到的钱也越来越多，捐
款的管理需要更加规范。

2018年 12月 1日，张阳在朋友圈
发布了一条消息：第一批受表彰的孩子
已经感受到“微锋”家族的温暖了！这
是“微锋”爱心团队在助学之后，利用剩
下的捐款推出的新公益项目——“微
锋”奖学金，是“微锋”活动的升级。

“微锋”的名头越来越响亮。有些
学校主动与“雷锋班”联系。“有的学校
校长说：‘不用你们团队拿一分钱，你们
过来给我们挂个名，我们学校自己出
钱，你们这个奖和其他奖不一样，你就
是奖 50元也比其他奖奖 500元意义重
大。’是啊，我们只能给学校提供数额很
小的助学金、奖学金，可能让雷锋精神
在孩子们心里‘落户’。”

2019年 3月 1日，山东省滕州市张
汪镇中心小学校长给张阳打来电话说：

“张汪镇中心小学已经设立‘微锋’奖学
金，遴选了20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
学生作为第一批表彰对象……”

“我想让每个人定点联系一所学校，
特别是山区的学校。”张阳有个很大的愿
望：希望“微锋”助学金、奖学金能够覆盖
100所、1000所、10000所学校……最好
在全国遍地开花。他觉得，一种精神的
能量，是可以支撑一辈子的，而受益者
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众多捐助者和千
千万万的孩子。微善不小，直抵心灵。

“微锋”活动已经成为“雷锋班”和
“微锋”家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微”意义

在张阳眼中，“微锋”的最大使命就
是要走进年轻人的心里。这个“雷锋
班”年轻的班长说：“我理解的学雷锋活
动常态化，就是生活化。让善良成为生
活的习惯。你形成这种习惯了，当遇到
需要帮助的事情，而你又有这个能力，
自然就会去帮。”这个观点，也在一些研
究雷锋精神的学者那里得到印证。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石亚
玲曾撰文论述说：“坚持雷锋精神的生
活化就是要将雷锋精神与个人的日常
生活领域紧密相连，雷锋的形象不是被
神化的‘高大全’，而是一个先进的榜样
和值得学习的典范，雷锋是可亲可敬可
学的。时代化、大众化和生活化是把握
学雷锋活动常态化的三重维度，其中时
代化是前提，实现大众化要坚持生活
化，实现大众化和生活化必须体现时代
化。这‘三化’各有特定含义又彼此紧
密联系，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

不过，张阳更强调一种“微”生活
化。

“只有做到‘微’生活化，才能让雷
锋文化或者说以雷锋为代表的公益精
神，就像你身边的空气一样存在着。”

这让我们想到美国作家道格拉斯?
玛拉赫的诗《做一个最好的你》：“我们
不能全是船长，必须有人也是水手。这
里有许多事让我们去做，有大事，有小
事，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身旁的事。如果
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
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

每一位“微锋”，都是“一个最好的
你”。

“微 锋”
■伏桂明 周贤忠

儿时，大舅从部队休假，带回来一
兜糖果。

这是大舅拉练时补充能量的糖块，
没舍得吃，给了我们两个外甥。梦幻般
的糖块让我和弟弟爱不释手。我俩淌
着哈喇子，追着舅舅问：“是不是部队有
很多糖吃，我们也要当兵！”大舅笑笑，
将糖纸折成纸飞机——“当飞行员的
话，有专门的巧克力吃，来补充体力
呢！”他又把糖纸剪成五角星，粘到我额
头和弟弟圆溜溜的手指头上。

可一兜的糖果，妈妈只让我和弟弟
吃了3块，便收到橱柜里。“你大舅低血
糖，糖果还得让他回部队时带上。”我和
弟弟乖乖地听着不说话，却莫名羡慕舅
舅，觉得舅舅的军装就像糖纸般诱人！

弟弟说：“我要当飞行员，这样有巧
克力吃。”我却和弟弟想的不一样：未来
太远了，我现在就想吃上。我忍不住嘴

馋探进橱柜偷吃了一块，又用糖纸包上
蚕豆，混入那些糖果里。

一天，弟弟在橱柜边咂巴嘴。妈妈
瞅见柜子边的糖纸后，扯住弟弟衣领，
劈头盖顶地问：“谁让你偷吃了！”弟弟
嘴巴一撇，委屈地说：“我没吃……”妈
妈扭头问我：“他吃没？”我生怕自己偷
吃的事败露，不敢吱声。气头上的妈妈
扬起巴掌，弟弟小嘴一张就哭了出来，
妈妈扬起的手掌顿时定在半空中——
我和妈妈惊奇地发现弟弟湿漉漉的嘴
里并不是糖果，而是一颗花生！妈妈一
把搂住弟弟，身子颤颤地问：“儿子，甜
么？”弟弟点点头：“把它当糖吃，就甜
了。以后我当飞行员，留下巧克力给妈
和哥吃。”只见弟弟从兜里拿出没糖纸
的糖果和用糖纸包着的花生米，踮着脚
将糖果轻轻塞进妈妈嘴里，又高举着将
花生塞进我嘴里。

原来弟弟想把没有糖纸的糖块留
给大舅。他就用糖纸包上两颗花生米，
权当粘上糖块的气息。吃着带着糖味
的另一颗花生，我觉得羞愧难当。

我默默搂着弟弟，摸摸他的头：“弟，

哥以后去当兵，也留下糖块给你吃！”
没想到，晚上妈妈把糖果全拿出来

让我们分。我们兴奋极了。弟弟用指甲
盖用心扒开糖纸，鼻涕都糊在了糖纸
上。看他吃糖块的样子，母亲心酸不已。

竹篓里花花绿绿的，盛着我们吃剩
下的糖纸。我看到钨丝灯下，妈妈收拾
了好久。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睁眼，发
现竹篓里的糖纸全变成了鼓鼓的糖
块。妈妈说：“这是给大舅的新‘糖
果’！你们吃吃看，甜不甜？”

弟弟在炕上跳跃着：“吃糖果了！”
我立马扒开糖纸，看也不看就塞进了嘴
里。我一咬，才知道那是妈妈炒的砂糖
花生。又扒开一个，是粘了白糖的蚕
豆。我小声地说：“妈，原来你知道我放
蚕豆了……我错了……”妈妈摸摸我
头，说：“你说长大要当解放军嘛，军人
从不扯谎，你以后干啥都要堂堂正正！”
我用力点点头。妈妈扒开糖纸，将蚕豆
塞进我口中，“儿，甜吗？”话语如糖块般
香甜，霎时融遍我全身。

后来送弟弟当兵时，他调皮地说：
“还记得咱俩一起去部队吃糖的约定

吗？”我愧疚地说：“是哥对不住你，当初
是哥偷吃了那块糖。”弟弟笑着说：“我
早就知道啊。”

丰盈的感动不可遏制地涌上心
头。望着满面阳光的弟弟，我的记忆渐
次明媚起来。弟弟从小就可爱漂亮，我
总把他背在身上满院子飞，而他就在我
肩上说自己像“天兵天将”——没想到长
大真成了有“天兵天将”之称的飞行员。

那时，我和妈妈做了牛轧糖，邮寄
给飞行员弟弟。弟弟总会在开飞前吃
一颗，仿佛他在天空的航迹也变得浪漫
绚烂。

我大学毕业后，也应征入伍。在军
营里，总会收到妈妈和弟弟邮寄的大包
糖果，带我回味甜蜜四溢的时光。

如今我们兄弟俩还是喜欢摩挲着
糖纸，怀念往事。每逢这时，妈妈总会
端上砂糖炒的花生和蚕豆。是啊，最香
甜不过妈妈亲手给我们做的“糖果”。
妈妈总说：“你俩一个用蚕豆冒充糖块，
一个用花生当糖块吃。不知道是不是
为了糖块，都去当了兵！”我和弟弟都笑
道：“是啊，部队很甜！”

假糖果
■冯 斌

（上接第一版）
“健康扶贫事关百姓福祉，事关脱贫

质量。”该总队副司令员张建超代表曾到
扶贫一线做过专题调研。他介绍，“小病
拖、大病扛”已成为许多群众脱贫摘帽的
绊脚石，一方面是少数群众缺乏医疗健
康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群众看病贵、看病
难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加
30元”“降低并统一大病保险起付线，报
销比例由 50%提高到 60%”……在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看来，政府工作报告
中关于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系列表
述，将为群众送去“春天般的温暖”。他
们表示，有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兜底保障，
有广大医疗工作者的大爱仁心，一定能
增进人民的健康福祉，为脱贫攻坚注入
更强大的精神动力。

产业扶贫——
助力稳步走上致富路

“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来自
军事科学院的刘石磊代表感慨地说。短
短一句话，源于产业扶贫的实践总结。

2016年底，军事科学院确定将河北
省隆化县羊圈子村作为定点帮扶单位。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他们决定在村里发
展特色产业，先后帮助村民建起8个日光
温室蔬菜大棚，引导农户与知名企业签
订包销合同，走“订单农业”之路，为群众
稳定脱贫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如今，
羊圈子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兴旺。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很多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发出这样的感慨。
其实，军事科学院帮扶羊圈子村发展特色
产业的做法，仅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
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这几年，解放军和
武警部队官兵以群众“缺什么帮什么、什
么弱帮什么”的思路，充分整合优质资源，
变“输血”为“造血”，实现扶贫效益最大
化，一个个帮扶项目在贫困地区落地生
根，迸发生机活力。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由于受自然、
历史等诸多因素影响，新疆南疆四地州
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一直不高，脱贫攻坚
难度相当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官兵在帮
扶过程中，跟当地政府一起引导贫困户发
展特色产业，并培养一批退役军人成为“致
富带头人”，同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脱贫技
能，一下子找准脱贫攻坚的“关节点”。

“脱贫摘帽之后，人民群众渴望追求
更美好的生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事
部政委廖正良代表说，发展独具地域特
色的农业产业，不仅能进一步夯实农户
持续脱贫、致富发家的根基，还能吸引带
动更多的贫困群众实现就业、提升技能，
从而确保决胜全面小康之路越走越稳。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
“2019年，要如期完成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1000万以上的目标，还需要我们
咬定目标使劲干。”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
表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我们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
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力，一起拼
搏、接续奋斗，就一定能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