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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吴
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王沪宁 31日上午，代表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
家，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向广大文化工
作者和科技工作者致以新春祝福。

王沪宁首先来到中国美协名誉主
席、著名油画家靳尚谊家中，询问他的身
体和生活情况，听取他对推进艺术创新
和美育教育的建议。随后，王沪宁来到
中国科学院院士、凝聚态物理专家赵忠
贤家中，听取他关于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和科研成果转化的建议。在中国科学院
院士、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和信息处理
专家叶培建家中，王沪宁肯定他在我国
空间探索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听取了他
对航天科研队伍建设和骨干人才扶持的
建议。在看望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
主任、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及时，王沪宁对
他 89岁高龄仍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付出心血表示肯定，听取了
他对加强党史研究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
等的建议。

几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对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关怀表
示感谢，对党中央关于推动文化事业繁
荣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策部署
表示赞同。王沪宁表示，广大文化工作
者和科技工作者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在
打造文化精品力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等方面不断作出新成绩。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
传部部长黄坤明陪同看望。中央有关部
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看望活动。

王沪宁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科技专家

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文化工作者
和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李克强 31日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卡塔尔埃米尔塔
米姆

■栗战书31日在京会见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
■韩正 31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工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
转变 （均据新华社）

甘肃定西元古堆村—

旱塬有了“解渴水”

“致富水”

轻转水龙头，就可以喝上甘甜的自
来水，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元古堆村
的老人马岗，终于在 80多岁的年纪用上
了自来水。

甘肃定西，自古“瘠苦甲于天下”。
作家贾平凹探访干旱的定西时，曾

这样描述：定西的农民除了完成三件大
事——给儿女结婚、盖一院房子、为老人
送终，还多了一件，就是打水窖。
“以前挑水吃，遇到雨雪天气，常常

摔跤，不记得摔过多少次。”为了水，村民
吃尽了苦头，马岗甚至落下腰疼的毛病。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2013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提出“尊重科学、
审慎决策、精心施工，把这项惠及甘肃几
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工程切
实搞好，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净甘甜的
洮河水”。
“总书记的到来提振了大家的士气，

激励大家齐心协力，加紧攻克技术难
关。”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工程时的
情景，甘肃省引洮工程建设管理局局长
张天革感慨万千。

2014年，甘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跨
流域调水工程引洮供水一期工程正式竣
工，汩汩清冽的洮河水流进旱塬山乡，激
活了贫瘠陇中的希望之源。

2015 年，总投资 73.06 亿元的引洮
供水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成后，将有
268 万余人从中受益，29万余亩旱地变
良田。

没有水，注定贫瘠；有了水，一切都
活泛了。

引洮供水工程不但解决了城乡用水
需求，而且促进了农业种植结构调整，为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按下“快进键”。

新的一年，带着总书记的嘱托和群
众的期盼，建设者们为了“解渴水”和“致
富水”仍在继续努力，“甘霖润旱塬”的梦
想加速照进现实。

内蒙古阿尔山—

棚户区改造实现“安

居”梦

玻璃擦得透亮，窗帘换洗一新，年货
堆满厨房……冬日暖阳下,几株三角梅、
长寿花争芳斗艳。

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伊尔施镇
居民郭永财正和老伴冯秀华兴致勃勃
地扫房除尘，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做
准备。

2014年，习近平冒着零下 30多摄氏
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阿尔山市，并
到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了解情况。
他叮嘱要排出时间表，加快棚户区改造。

回忆总书记来家“做客”的情景，郭
永财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我还记得，总书记当时冒着严寒、

踏着积雪，来到我家。察地窖、摸火墙、
看年货、坐炕头，他看到我们生活还比
较困难，说要让我们早日住上新房……
总书记对我们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说

到这儿，老人眼眶湿润、声音哽咽。
冯秀华接过话茬：“总书记来后第二

年，我们就搬进了新房。以前住平房，烧
火、捡柴、倒灰，鼻子都熏得黑黑的；如今
住上楼房，有了燃气灶和热水器，也不用
再跑公共澡堂了。”

2014年起，阿尔山市累计投入资金
40亿元，完成棚户区房屋征收上万户，
筹措回迁安置房 2700 套，新建、改造道
路和管网等基础设施，取暖难、吃水难、
行路难等昔日困扰棚户区居民的“老大
难”问题一一得到根治。

陕西延安杨家岭—

用教育“托起明天的

太阳”

“托起明天的太阳”——
陕西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教学

楼上的七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夺目。
“这些年，学校多次扩建，教学楼由

3层变成 5层，新增了美术室、音乐室、舞
蹈室等 6间功能室。教室的水泥地面换
成了地板砖，多媒体投影仪换成了电子
白板，教师可在上面随意写字、画图，随
时联网调阅教学资料。”校党支部书记霍
晓林说起学校的变化，倍感欣慰。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夕
赴陕西调研考察时，来到这所小学实地
看望教职工，详细了解教学情况。

遵照总书记的嘱托，学校新建了灶
房，通过财政补贴为在校学生提供营养
午餐；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学子，学
校联系爱心企业捐资助学，为品学兼优
的学生提供助学金。

每一名教师与贫困家庭子女、单亲
家庭子女和留守儿童结对帮扶，不仅在
学业上提供课下辅导，还为帮扶学生购
买学习用品、课外读物和衣服等。

如今，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已与北
京朝阳区芳草地小学、广州花都区骏威
小学、福州鼓楼第二中心小学、南京长江
路小学等建立了教育合作结对机制，互
派学生进行体验式交流学习。

从福州交流归来，学生贾一敏立志
长大后做一名人民教师。“我要心怀世
界，脚踏实地，通过教书育人，努力改变
家乡面貌，创造美好未来。”
“南方的孩子们在延安得到了红色

精神的洗礼，老区的孩子们也在交流中
看到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霍晓林说。

江西井冈山神山村—

“小账本”见证大变化

井冈春早。
和煦的阳光穿过竹林，洒落在客家

风貌的新房上。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
高挂起，年味渐浓。

张成德夫妇俩坐在新盖的二层小楼
里，盘算起过去一年家里的收入。
“农家乐七八万，卖土特产一两万，

民宿四五千，合作社分红三千多……加
起来又有十多万哩！”女主人彭夏英笑容
满面，这个“小账本”，将她的思绪拉回到
三年前。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调研考察。

那时候，神山村还是一个交通不便
的小山村，久困于穷，全村 54户中有 13
户贫困户。
“我家就是贫困户，住的是土坯房。

总书记走进来一间一间屋子看，还坐下
来和我们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种了什
么、养了什么……”彭夏英记忆犹新。
“当时家里养点羊、种点黄桃，一年

收入才一两万元，哪有什么算头！但
总书记一直握着我的手，让我们相信日
子会越过越好！”张成德说。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总书记真
挚热情的话语，被村民们铭记在心，让他
们既感到温暖，也深受鼓舞。

瞅准村里发展乡村旅游的机会，张
成德夫妇俩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
生意红火。去年，他们又在自家新盖的
房子里添置了 10 个床位，搞起特色民
宿。

人气旺，荷包鼓。2018 年，神山村
共接待游客 27万人次，旅游收入上千万
元。今后，还将与八角楼、黄洋界、红军
练兵场等红色景区串联起来，一起融入
井冈山全域旅游新版图。

“现在，我们甩掉了贫困户的‘帽
子’，吃上了‘旅游饭’，一心一意奔小
康！”张成德夫妇俩信心满满，“账越算越
有味道！”

河北张北德胜村—

“山药蛋”成脱贫的

“金蛋蛋”

临近春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
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村民徐海成家里一派温馨忙碌，转
过年来，他就要搬进二层楼的新居了。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总书记来看望

我，还在我家里进行了座谈。”徐海成回
忆说，当时自己一家4口，种植甜菜、马铃
薯、莜麦，加上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务工
收入，一年有4万多元，但除去妻子治病、
女儿上学和基本生活开支，剩不下多少。
“马铃薯原种育种这一项有希望做

大吗？”徐海成清楚记得，座谈会上，
总书记详细询问了当地经济作物种植
情况，当得知很多村民在种植马铃薯
原种时，他鼓励大家要做大做强马铃
薯产业。
“吃了一辈子的‘山药蛋’，没想到竟

能成脱贫的‘金蛋蛋’。”参加了座谈会的
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兵说，总书记给
咱算了账，今后村里面一定要把马铃薯
产业做大做强，让这个“金蛋蛋”带领更
多群众脱贫。

美好愿景正在实干中逐一实现——
德胜村建起了德胜马铃薯园区，总投资
1070万元，建起微型薯大棚 280个；注册
了“御富德胜”商标，打出了自己的品牌；
获得国家绿色认证，积极开拓线上市场
和新兴销售渠道，“御富德胜”马铃薯已
经上线销售……

谈起这些新变化，叶润兵兴奋不已：
“总书记在座谈时看了德胜村美丽乡村
建设规划图，期盼着村子大变样。如今，
德胜村真的变样了！”

村里已建成 96套二层楼新民居，今
年即将入住。德胜村计划发展乡村旅
游，让村民收入越来越高，幸福生活蒸蒸
日上。

四川凉山三河村—

精准扶贫“瓦吉瓦”

三河村，典型的彝族村落。地处海
拔2500米的山梁之上。

村民吉好也求家里，墙壁正中挂着
习近平总书记与他们一家人的合影，擦
拭得一尘不染。

他永远也忘不了一年前的那一
幕——总书记沿着蜿蜒崎岖的山间小
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他家，经过低矮
的院门，走进屋里。

那时，院墙和房屋都用泥土垒成，一
道道裂缝让人揪心。才铺好的一条石板
路，是村里唯一结实的设施。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

族、每一个家庭。”总书记的话语让吉好
也求眼眶一热。“我最大心愿就是早日摘
掉贫困户这顶帽子。总书记为我鼓足了
信心。”

时隔一年，重返三河村。湛蓝的天
空下，崭新的村庄静静等待着新的主人。

再过十天，吉好也求一家将与乡亲
们搬进 100 多平方米的新居。这一天，
他盼望已久。

1 月 23 日，阳光洒满大凉山。在
“总书记来到我们村”宣讲活动现场，吉
好也求站在台上激动地宣布：“向总书记
报告：我们家跨过脱贫线了！”
“总书记来的时候深一脚浅一脚，以

后再也不用走那样的路了！”
不远处，一条通往安置点的硬化路

正在改造中，预计今年就能竣工。
2018年，凉山州共计完成投资 13亿

元用于交通建设，建成农村公路 3234公
里，新增 21个乡镇通油路、370个建制村
通硬化路。根据规划，今年将实现乡乡
通油路、村村通硬化路，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村通客运班车的目标。
“精准扶贫‘瓦吉瓦’（好得很）！”村

民们嘴边常常挂着的这句话，表达了大
凉山儿女们的感恩与祝福。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执笔记

者：史竞男、丁小溪、苗夏阳；参与采写：
吴光于、张文静、多蕾、郭强、范帆、于嘉、

梁爱平、李亚楠、白林）

看变化，问冷暖，听民声
—重访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考察过的那些地方

本报北京1月31日电 记者李伟
报道：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召开
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新闻发布会，介绍
本届春晚节目亮点及多项技术创新应
用，同时公布了春晚主持人阵容。发布
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分党组成
员、副总编辑朱彤介绍：“今年春晚坚持
守正创新，坚持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相信将为观众呈现一台充满欢声笑
语、荟萃艺术精华的新春嘉年华。”

据介绍，今年春晚节目形态丰富、歌
舞节目美不胜收、魔术杂技新奇绝妙，从

北京主会场到吉林长春、江西井冈山、广
东深圳三个分会场，铺陈展开一幅普天
同庆、四海同乐的艺术画卷。其中，最受
社会关注和观众喜爱的语言类节目将有
新突破；歌舞类节目将展现用奋斗追求
幸福、用拼搏成就未来的年轻一代“追梦
人”的青春朝气和阳光正能量。

今年春晚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成立
后的首届春晚。春晚的最大亮点之一，
是全方位的科技驱动和技术创新。春晚
主创团队在 4K、5G、VR、AR、AI等多方
面进行技术创新，将为观众真正带来一

场艺术与科技完美结合的春晚。同时，
今年将首次实现春晚在 4K超高清频道
直播，全程采用 5.1 环绕声。5G网络也
在春晚分会场的内容传输中得到测试和
充分应用，用户可在央视新闻的融媒体
直播节目《我要看春晚》中看到通过 5G
网络下传输的超高清VR全景信号。

此外，今年春晚首次应用智能语音识
别字幕制作技术，首次使用4K超高清AR
在线包装技术，在主会场一号演播大厅使
用 4K超高清主屏和大量冰屏，为春晚带
来梦幻般的舞台效果。

守正创新 科技驱动 融合传播

2019年春节联欢晚会亮点纷呈引人期待

问冷暖，听民声，谋发展，
看变化。

从曾经“瘠苦甲于天下”
的甘肃定西，到千里冰封的内
蒙古大草原；从革命老区延
安，到红色圣地井冈山；从霜
天寥廓的张北草原，到山路崎
岖的大凉山……每逢新春佳
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深入基
层走到群众中间。

春节将至，那些总书记牵
挂的乡亲们，日子过得怎么
样？总书记关心的问题解决了
吗？近日，新华社记者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的“春节足迹”，重
访他看望慰问过的基层群众。

乌蒙山麓，壁立千仞，林峰苍莽，注定是发生传
奇的所在——

8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一支红色铁流在这里与
彝族兄弟歃血为盟。洪亮的誓言响彻天际：“结为
兄弟，愿同生死！”穿越乌蒙，长征路上化险为夷，红
军开启了新的征程。

长征的引路人毛泽东，在红军越过岷山后回首
征程，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回响在天宇之间。

80多年后的 2017年，春节刚过，乌蒙山深处大
凉山巴姑村。党员干部和村里几十条汉子齐声吼
出：“宁愿苦干，不愿苦熬！”脱贫攻坚战场上，又融
入了一支新生的队伍。

脱贫攻坚战役的统帅者习近平，放眼告别千年
贫穷、迈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一声“13亿
多中国人，一个都不能少”，激荡在神州大地之上。

乌山赤水间，历史的交响在这里回荡……

大山的召唤

谈起娄山关，人们必然会想起赤水河。
明政的家乡，就在赤水河畔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
五年前，42岁的边防团团长明政脱下了军装，

捧着部队发的100万元复转经费，陷入了沉思——
回还是不回？
“不是不回来了吗？”
面对疑问，明政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是赤水河

走出去的军人，总得为这块红色土地做点什么。”
就用这100万元种果树挣脱这穷日子吧。几年

时间，他种下了350亩甜橙，解决了村里300多人的就
业。在他的带领下，村里人心思野了、胆子大了、步子
快了，2000亩脆红李、甜橙、猕猴桃的果木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赤水河畔的另一侧，贵州习水县淋滩村的后人们传说着
“红军柚”和古法红糖的红色故事。

由于受不了码头对岸的商贩拼命杀价导致红糖贱卖，古
法红糖加工技艺传承人杨彬决定扔下传承祖辈手艺的梦想，
闯荡沿海打工，一闯就是十几年。

2015年，随着脱贫攻坚战打响，杨彬家乡基础设施发生巨
大变化。一条赤水大道穿村而过，成为村庄的第一条公路。
交通的巨大变化孕育着淋滩村的新生机。杨彬决定返乡创业，
让家乡古法红糖技艺“走出”大山。

如今，已是淋滩村村委委员的杨彬动员村民们把自家红糖
链接挂到了淘宝上，广东、上海都有订单，最远的竟然销售到了
香港以及法国、瑞士。现在全村房前屋后栽种的“红军柚”加起
来约有1万多株，把“红军柚”挂上网，村民们也不愁销路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并号召“全党全社会
要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一项项财政资金的支持、一个
个干部队伍的身影，以及地区和行业的对口支援、企业和社会
的帮扶力量成为脱贫攻坚这场伟大事业的强大推力，扶贫的
滔滔洪流奔涌向前。正是因为有一群群“归巢雁”扑下身子、
一脚泥一脚水地走在扶贫路上，一条脱贫之路才得以铺就。

从“闯世界”到“雁归巢”，时代在召唤，大山在召唤！

大山的脊梁

汽车在连绵起伏的乌蒙山脉中穿行，不觉行至黔、川、滇
三省交界的大山深处。蓦然回首，老鹰岩上一座红色的石碑
扑入眼帘，上题“鸡鸣三省”。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庄严宣誓：“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
摘帽，是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他强调，保持共产
党员先进性，关键是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挺起时代的脊梁，党领导
的新时代长征在乌蒙山形成磅礴之势——

在云南，全省农村探索以党员为基础建立合作
社，盘活村集体资源，提高履职效能；

在贵州，“组织定位、干部定责、群众定效”，党
建扶贫机制形成，以责促行、以责问效。

……
“精准扶贫，就是要靠一个‘干’字！”去四川泸

州市叙永、古蔺两个贫困县采访的路上，时任泸州
市委书记蒋辅义与我们同行。

对于脱贫，蒋辅义也是立下军令状的。“我们能
提前到 2019年。”“我们的标准还高于国家制定的
标准。”……

此时，我们远眺车窗外连绵起伏的群山，那里
仿佛有扶贫的千军万马，前面走着一批前行者，每
个人都有一段传奇。文朝荣就是这支扶贫队伍的
早期前行者——
“共产党领导不会饿死一个人！”
1985年，毕节海雀村。时任党支部书记文朝荣

这样斩钉截铁地说。
30多年后，我们又一次来到这里。
墓冢无碑，更无墓志铭，那是文朝荣的墓。海雀

泉眼，那是村民心中的神圣之处。他们将敬爱的老
支书葬在这里，守护着山林、守护着村落。村里人相
信，生前老支书造福于他们，死后也会庇佑着他们。

在这崇山峻岭中，在这红色的大地上，我们仿
佛看到昔日的长征队伍，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艰难
跋涉。而今，一支新的长征队伍在爬坡过坎、勇往
直前，将拔去这里千百年遗留的穷根——他们是大
山的脊梁。

大山的希望

四川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被称为悬崖
村。那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惦念的地方。

修路，是一段长长的梦，一头连着绝壁上破旧
的藤条，一头连着奔小康的希望。

2016年，凉山州昭觉县投资 100万元，准备用几千根钢管
打造一段“天梯”。当年 11月，用 6000 根钢管打造的 2556 级
“天梯”全部完工。我们爬得十分艰难，但对村民们来说，这已
经像是“通了高速”。

一直记挂着这里的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年春节前夕，来
到大凉山深处看望彝族群众。说到这里，90后“悬崖飞人”拉
博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我怎么也没想到习总书记还会知道
我们悬崖村。我想跟总书记说，我们很感谢他，因为他给了我
们悬崖村过上好日子的希望。”

我们听后心中一热，是的，这就是大山的希望！
云南鲁甸龙头山镇，2014年那场大地震让这里本不富裕

的乡民陷入了绝望。
2015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查看灾情，看

望受灾群众。他要求当地干部行动起来，灾后恢复重建和扶
贫开发一起抓，重建家园步伐要加快……

村民们心头温暖，充满希望。“安居房”建起来了，学校、医院
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起来了；昔日的山边小道被高质量公路取代，
高速公路贯通灾区；新建的混凝土砖房和钢构抗震房鳞次栉比。

……
放眼人类历史和当今国际，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像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样，进行着这么一场壮怀激烈、艰苦卓
绝的反贫困斗争的大决战，创造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这
里有多少动人的故事，这里有多少感世的传奇！

越明年，我们将整体告别贫困，迈入全面小康社会。此景
此情，让我们不胜感慨。
——伟哉，当代中国！
——壮哉，乌蒙山传奇！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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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有着充满传奇

色彩的历史；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无数

奇幻瑰丽、摄人心魄的故事。

乌蒙山传奇，就是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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