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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组成人员
24日进行专题学习，栗战书主持并讲话

（据新华社）

“很接地气！”尽管从事新闻工作多
年，但经济日报总编室编辑周剑依然感
到这次调研采访让他受益匪浅。

参加此次中国记协举办的全国新闻
界践行“四力”江苏行活动，周剑捕捉到不
少新闻“活鱼”。跟他一样，来自中央和地
方 46家新闻媒体的 55名编辑记者，在一
周内，通过践行“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挖掘出一个个中国好故事，推出一批有思
想、有格局、有分量的精品力作。

为编辑记者们的

好作风点赞

走乡村、访农户，比作风、赛作品。
作为我国经济增长快、开放程度高、发展
活力强的省份之一，江苏省有很多典型
人物和故事值得挖掘。
“随身带着笔和本，一旦有个好线索

得马上记下来。”中国财经报要闻部副主
任李存才说。作为一名上世纪 60年代
出生的老新闻工作者，他不愿放过任何
一次采访机会。

老同志的作风感染了 80 后吴瑕。
作为现代快报编辑中心副主编，吴瑕在
江苏工作了 15年。此次采访调研中，一
些老朋友看到她刊发的稿件后，或邀请
她“聚一聚”，或要来“看望看望”，都被她
婉拒了。
“先有好样子，再写好稿子。”正是这

份对新闻事业的敬畏之心，激发了编辑
记者们干事创业的热情。
“好作风是践行‘四力’的基础。”中

国记协国内部曹燕说，“我要为大家的好
样子点赞！”

好点子是通过发问

碰撞出来的

“华西村是老典型，苏州工业园也常
见诸报端，如何写出新意？”新华每日电讯
报总编室副主任卢刚，站在华西村的田埂
上不禁发问。他了解到，村里几位平均年
龄不到30岁的农民，都有本科以上学历，
还曾被派到日本学习水稻种植技术。
“高学历农民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带着问号，卢刚采写了《改革开放看苏
南，40 年来一缩影，未来社会在引领》
一文。
“问题倒逼抓‘活鱼’。”卢刚和几位

同行不谋而合。央广网记者王启慧从百
姓获得感中找到了华西村村民“幸福的
秘密”，中国网记者黄磊在“吃‘改革开放
饭’长大的华西村”中探寻如何突破思维
桎梏……一个个奋斗、创新的故事从编
辑记者的笔端流出，勾勒出一幅欣欣向
荣的改革图景。

带着问题采访，上海“澎湃新闻”长
三角新闻中心主任李克诚发现了苏南地
区一个“最突出的变化”——各级党委政
府如何从偏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路径，转
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
建设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开始。”李克诚

说，许多问号还要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
寻找答案。

“站在阳光下”讲好

中国故事

苏州同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大楼里，最醒目的是该公司组织党员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展板，作为一家互
联网企业，他们的组织生活会、党务公
开、党费收缴管理等一件不落，这让许多

编辑记者感到惊讶。
“我们是江苏省首家成立党委的互

联网企业。”该公司党委副书记靳彩娟介
绍说，从只有 9平方米办公室的小公司
发展到今天，他们在吃透党的好政策基
础上求发展求创新。和同程网络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一样，红豆集团、海澜集团等
民营企业也十分注重党建工作。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要坚守正

道、守正创新。”河南大河网编辑赵红玲
感慨地说，作为新媒体更要有喉舌意识，
自觉地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和制度。
“守正创新”是采访调研期间出现的

高频词。曾参过军、上过战场的江苏南
通日报记者杨新明说：“不管媒体如何发
展，媒介形态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守好
‘党管宣传’之正，探索创新发展之路，在
变与不变中实现新闻人的理想和价值。”
“站在阳光下，才能讲好中国故

事。”编辑记者们在采访调研中都有这
样一种感受。他们说，唯有饱含真情采
写更多正能量的“干货”“硬货”，才能为
大众宣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让新闻报道有品质、有格
调。无疑，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
是新闻工作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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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放、通讯员刘一波
报道：侦检、洗消、急救、转运……近日，
一场后勤保障演练在青藏高原展开。
演练现场，一支由地方疾控中心医务人
员和西宁联勤保障中心官兵组成的“三
防”医学救援队冲入硝烟，合力完成战
场救援任务。这是该联保中心与青海

省卫计委建立军地疾病预防控制协作
机制，推动地方疾控资源进入部队卫勤
保障体系的一次生动实践。

据介绍，西宁联保中心着眼战场
保障需求，与青海省卫计委签订了军
民融合发展协议书，对军地疾病预防
控制系统开展新技术科研项目合作、

人才交流培训、组织联合演练、常态化
沟通联络等进行细化明确。他们还建
立了协作处置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战
时使用驻地疾控力量等应急联动机
制，实现军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和困
难互助。

前不久，该中心自主开发的“三防”

医学救援指挥预警辅助决策平台完成
定型，这一平台由地方疾控专家参与设
计，集组织筹划、预警评估、辅助决策、
数据分析、资源共享等功能于一体。平
台投入使用后，部队在“三防”行动中的
指挥控制能力明显加强。军地专家还
针对部队现有装备性能短板携手攻关，
改造升级现场侦检车、采样快检机器
人、疫情处置装置等医学救援装备，一
批智能化、小型化、实战化的新型装备
陆续投入使用。

据悉，下一步该中心与青海省将强
化军地联合训练演练，健全完善应急联
动中的指挥通信等问题。据了解，这一
融合发展机制在青海省实践成熟后，还
将向甘、川、宁等西部省份拓展。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与青海省卫计委建立机制促进融合发展

地方疾控资源进入部队卫勤保障体系

本报讯 谭志、李坤虎报道：“解放
军叔叔，前段时间我参加区演讲比赛获
得了第一名，真心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
关心帮助！”近日，第 77集团军某防空
旅宣传科干事王腾汉收到晓坝镇学校
学生刘静茹的来信后，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这是驻地学生给该旅官兵寄来的
第 56封感谢信。10年来，该旅坚持扶
贫与扶智相结合，百余名像刘静茹一样
的学生靠教育扶贫逐渐成长。

在 2008 年的汶川特大地震中，晓
坝镇遭受了巨大损失，加上自然条件
制约，当地经济发展落后，一些家庭长
期徘徊在贫困线上。
“扶贫要与扶智相结合，做到既‘授

人以鱼’送温暖，又‘授人以渔’送信
心。”在扶贫专题研讨会上，该旅党委一

班人达成共识，决定将教育扶贫作为帮
助晓坝镇脱贫致富的工作重点。他们
与晓坝镇学校建立扶贫联系点，开展
“军校共育·一路‘童’行”系列活动，采
取“一对一”形式，组织党员干部与贫困
学生结对认亲、结对帮带、结对助学，并
设立爱心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此外，他们还选派优秀官兵到学校传授

文学写作、摄影技巧等方面的知识，帮
助学生开阔视野、增长才干。

笔者翻阅其中一封感谢信，来信
中讲述了官兵帮扶晓坝镇学校四年级
学生陈艳的故事。陈艳的父母相继去
世，和年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该
旅官兵为陈艳送去慰问金和学习用
品，并通过定期走访慰问、写信等形式

勉励她克服困难。
在该旅官兵的帮助下，晓坝镇很

多贫困学生重返校园，有的考入军校
报效祖国，还有的毕业后加入到扶贫
队伍中。“解放军叔叔的帮助让我们备
感温暖。”聊起这几年的切身感受，陈
艳高兴地说，在官兵们的帮扶下，她相
信未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第77集团军某旅教育扶贫助力驻地学生成长成才

56封感谢信见证军民鱼水深情
为加大国防教育力度，山东省齐河县国防教育基地11月11日正式启用。

该基地属公益性质的国防教育场所，主要由退役武器装备、飞天园、国防教育文化

宣传长廊等部分组成。图为官兵到该县国防教育基地参观见学。 李来锋摄

新华社台北11月24日电 （记者
吴济海、刘欢）蔡英文 24日晚间宣布辞

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以示对该党在台
湾地区“九合一”选举中的表现负责。

蔡英文宣布辞去民进党党主席职务

本报讯 章士平报道：初冬，一条
来自青海囊谦县卫生局的短信，让解放
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助理员孟荣英心
头一热：“县人民医院的腹腔镜胆囊切除
等手术比较成熟了，成功救助 200多名
患者，十分感谢你们的全方位帮扶……”
这条短信的背后，是这个中心按照国家

精准扶贫政策，针对西藏、青海、新疆等
少数民族地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
持续开展健康扶贫的一个缩影。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水平还比
较落后。为此，该中心每年安排5至8批
次医疗队到边远地区巡诊送药，截至目
前已先后派出 30多批次专家医疗队深

入边疆贫困地区，筛查疑似先心病患儿
6万多例，免费实施手术6019例，救治了
数千名白内障、包虫病等疾病患者。

为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他们在精
准筛查上下功夫，与国家疾控中心等
技术团队积极研发预防疫苗和筛查试
剂，确保把需要救助的贫困患者筛选

出来。为提高救助成功率，他们对救
助病人进行科学分类，运用微创、介入
等医疗技术，减少患者的损伤；从科学
饮食等方面制订个性化护理措施，组
织医护人员学习民族礼节和基本交流
语言，加强医患沟通。

救助过程中，他们还开展为特困
家庭捐款、给先心病儿童送礼物等活
动，带给患者家庭般的温暖。同时，他
们坚持把树立健康理念、传播健康知
识、培养健康行为贯穿医疗救治全过
程，指导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医院开展
手术 160余台，接收进修培训 38人，并
捐赠了一批医疗设备和药品，留下了
一支“不走的医疗队”，有力带动了当
地卫生事业的发展。

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疗队深入边疆地区巡诊

健康扶贫助力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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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新华社马德里11月24日电 （记
者郭求达、田栋栋）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西班牙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由中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
西班牙大使馆等共同举办的《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中西读者会 22日在西班牙举
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王晓晖，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
凡，西班牙参议院宪法委员会主席卢卡
斯等共约200名中外嘉宾出席了活动。

王晓晖在读者会致辞中表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各国朋友读懂
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动因、发展前景
打开了一扇“思想之窗”。这部重要著
作，把握历史大势，深刻阐明了中国从
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重要命题；把握宗
旨使命，深刻阐明了中国改革发展为了
谁、依靠谁的价值理念；把握人类未来，
深刻阐明了对解决世界问题怎么看、怎
么办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读懂这

部重要著作，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成功
的秘诀，也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时代潮流
和人类发展大势。吕凡说，西班牙读者
通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部重要著
作，可以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对国际形势
的深刻洞察，对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睿
智思考和独特见解，如何共同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世界，在这部重要著作中可
以找到答案。

卢卡斯表示，习主席访问西班牙是
一次“黄金”般的机会，西班牙要进一步
加强同中国在治国理政以及改革发展
方面的经验交流，积极参与和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深化两国经贸合作和人
文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
国际论坛主席奇基略说，本论坛将为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助力，通过对话的
方式促进交流，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西班牙知华讲
堂副主席维克多·科迪索认为，《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这部重要著作，既通过深
刻论述帮助外国读者更好了解中国，也
用平易浅显的表达向全世界介绍了解
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

读书会现场，中外嘉宾围绕《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展开深入交流。大家认
为，这部重要著作将为西班牙读者认识
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提供重要帮助，为交流和借鉴中
西、中欧治国理政经验提供重要启发。

同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
导、中国日报社等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暨经济发展研讨会在马德里举
行，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北约前秘
书长、西班牙前外交大臣索拉纳，西班
牙国务秘书依雷内·劳萨诺等约 150名
中外嘉宾出席。索拉纳等表示，中国改
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在应对国际金融
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重
大贡献，我们必须继续与中国合作，增

进战略性信任，推动建设一个相互支
持、更加美好的世界。嘉宾们纷纷表
示，今年是中西建交 45 周年，习近平
主席即将对西班牙进行的国事访问，必
将开启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与会嘉
宾共同期待中西双方抓住机遇、乘势而
上，进一步深化经贸、人文等各领域交
流合作，推进民间交往，浇灌友谊之花，
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在研讨会开幕式上，王晓晖
向出席活动的中外嘉宾介绍了中国改
革开放 40年来的发展历程、巨大成就和
成功经验。

21 日至 23 日，中西双方还举办了
“文明的回响——匠作之美”艺术展
开幕式暨中西艺术对话论坛、秦中美
影——民间皮影艺术国际巡展，以及
“中国书架”揭幕式暨“中国作家走进西
班牙·当代中国作家作品丛书首发式”
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西读者会在西班牙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