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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至上，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伟力，也揭示出中国共产党
砥柱中流的历史真谛。

2020 年 5 月 28 日下午，北京，人
民大会堂。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高票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增加民事权利种类，完善权利保护
和救济规则，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从“子女抚养”“隐私泄露”到“高空
坠物”“高铁占座”，为民众日常生活当
中关心的各类问题提供答案；把对人身
权、人格权的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
置，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热烈的掌声，在万人大礼堂久久回
荡。这部关乎 14亿人民生老病死、衣
食住行的“权利宣言”，字里行间饱含
着“人民情怀”。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念兹在兹的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制
胜法宝与力量源泉。

砥砺前行 99 年，一部中国共产党
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一切依靠人民、一
切为了人民的奋斗史。中国共产党不断
壮大，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守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始终保持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
与共的血肉联系。

新时代新征程，当中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共产党人同人民走得更近、
靠得更紧。

在田间地头问收成，看厨房灶台问
伙食，坐火热炕头拉家常……习近平
总书记走遍大江南北，把人民当亲
人，同群众交朋友，把百姓的“操心
事”“烦心事”挂心上，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
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
本标准。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是习近平

总书记“赤子之心”的真情流露，也是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真
实写照。

从苏区干部“夜打灯笼访贫农”，
到长征红军“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
下半条给老百姓”，从焦裕禄“心中装
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到廖
俊波“帮老百姓干活、保障群众利益，
怎么干都不过分”……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镌刻在鲜红的党
旗上。

暴雨连袭，山洪暴发，山体塌方，
广西桂林阳朔县普益乡大山村成了“孤
岛”，党员干部徒步挺进，帮助一户户
村民安全撤离。

为了安抚焦虑的乡亲，普益乡“90
后”干部高志亮陪着他们拉家常，一整
夜都没合眼。返程后有朋友担心他的安
全，他却把下一批的援助物资往肩上一
扛，又往大山村走去。
“乡亲们等着呢，再危险也得去！”

这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为了人民，他们挺身而出、迎难而

上，敢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
与贫困斗争，与灾害斗争，与消极

腐败斗争，与歪风邪气斗争，与霸凌主
义斗争……依靠人民，他们较真碰硬、
真抓实干，始终同人民心心相印，与时
代同向同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继续高扬奋斗

精神，凝聚起民族复兴的

磅礴伟力

2020 年 6 月 23 日，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标志着中国成为第三个建成卫星导航系
统的国家。

克服国外技术的封锁瓶颈，中国北
斗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跨越式发展道路，
在交通运输、农业渔业、减灾救灾等领
域成为保障民生安全的“千里眼”，惠
及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

正如“北斗”冉冉升起前所经历
的漫漫长夜，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前
进的道路从来不是一片坦途。无论是
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还是热火朝天
的建设年代，或是激情澎湃的改革开
放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扬奋

斗精神，带领人民一次次从胜利走向
胜利。

3 个月前，为了支持抗疫斗争，
“唱着歌走完长征”的老红军王定国委
托儿子向所在党支部交纳了特殊党费。
如今，这位 108岁的老人溘然长逝，她
生前讲述的英雄传奇依旧激荡人心。

那是 1935 年 3 月 29 日强渡嘉陵江
的一幕：一名年轻女战士的肚子被弹片
划开，她用手将肠子塞回腹部，勒紧腰
带继续划船，直到护送的战友冲上阵
地，她人却倒入江中……
“ 她 叫 石 磨 玉 ， 牺 牲 时 只 有 19

岁。”王定国说，“她有石头的坚韧，更
有玉的纯粹！”

直面生死，他们大义凛然，坚贞不
屈；雄关漫漫，他们跋山涉水、矢志不
移。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斗争，改
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没有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斗争，
五星红旗就不会冉冉升起在天安门广
场。

没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斗争，
改革开放就不能推动“中国号”巨轮御
风远航。

没有善作善成、久久为功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
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
力、解决重大矛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境界……

抚今追昔，享受和平与繁盛的人们

很难想象，一次次向着胜利的斗争，付
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方志敏、黄继光、邓稼先、王进
喜、雷锋、孔繁森、任长霞、沈浩、黄
大年、钟扬……20 世纪以来，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华儿
女数以千万计，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
员。

筚路蓝缕，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
在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考验中淬炼成
钢，在一次又一次的苦难辉煌中传承
信仰，在一次又一次的顽强奋斗中续
写奇迹……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拉开了中华民族探索太空的序幕。

半个世纪后，今年4月2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
老科学家回信中发出号召：“新时代的
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
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
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
峰，让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稳
更远，早日实现建设航天强国的伟大梦
想。”

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
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疫精
神……一段段以民族精神标记的奋斗
征程，始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光荣梦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
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回顾百年风
云激荡，习近平总书记道出的是一个古
老民族熔铸于血脉的坚强品格，也是一
个百年大党领航中国的奋斗意志。

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脱贫
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硬仗，全面深化
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全面从严治党更
是关乎兴衰成败的重大考验！

今年 4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
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
风保证的通知》。这是党中央将 2019年
确定为“基层减负年”，印发《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之后，连续第二年对纠治形式主义
顽疾作出的重要部署。

从驰而不息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到
坚持不懈打虎拍蝇、扫黑除恶，从聚焦
脱贫攻坚开展中央巡视“回头看”，到
建立健全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发挥党建
引领决战脱贫一系列体制机制……新时
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以刀刃向内的自
我革命推进改天换地的社会革命，以
“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斗争精神赢得引
领人民的信心底气。
“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搏

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
难者。”

时间已铭记梦想的足迹，历史将镌
刻奋斗的功勋。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记者吴

晶、胡浩、施雨岑、朱基钗）

山与海相遇，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闽宁
对口扶贫协作，为这一命题带来新的答案。

24年来，在宁夏西海固这个曾被视为“不具备
人类生存基本条件”的贫困地区，11批 183名福建
挂职干部大力弘扬“接力攀登”精神，一任接着一任
干；2000余名来自福建的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以
“敢于牺牲”的精神，凝心聚力发光热；一批批闽商
弘扬“敢拼会赢”的精神，搅热脱贫源头活水……虽
然年龄不同、职业各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他们以如海般的
豪迈、如山般的坚韧，和宁夏干部群众一道久久为
功，探索出一条具有典范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

尽我所能，如海般豪迈

1996 年 9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作出了推进东西对口协作的战略新部署，其中确
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自此，远隔千山万水的闽
宁两省区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批批带着海风和温
暖的福建援宁人，从闽江水畔来到六盘山下。

福建闽宁办原常务副主任林月婵先后40多次
来到宁夏，“移民吊庄”、招商引资、援建学校……福
建援宁的多个项目里，都有她的心血。如今，她
手机里存储的号码，宁夏的最多。

在宁夏南部山区，农民兄弟忘不了一位林教
授。被称为“菌草之父”的福建农林大学菌草研究
所所长林占熺，1997年带着 6箱草种来到宁夏，与
贫困群众同吃住，手把手、面对面推广菌草种植技
术。如今，富了武夷山农民的菌菇也在六盘山旺盛
生长，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闽宁草”“幸福草”。

有位名叫李丹的年轻姑娘，曾像一颗美丽的
流星划过西海固，印在了宁夏固原市隆德县不少
学子的心里。2006年秋天，身为独生女的李丹瞒
着父母，离开刚工作两年的福州市第十八中学，
赴隆德县第二中学支教。翻山越岭走访贫困学
生，自掏腰包为学生添置生活用品的她，在支教
期满回到福建后，被确诊为白血病。在生命的尽

头，仍惦记着自己资助的两个贫困学生的她告诉
家人，如果没办法治了，就不要浪费钱了，用来帮
助别人吧。

没有豪言壮语，不需惊天壮举，裹着海风而
来的温暖，无私而豪迈。

接续奋斗，如山般坚韧

奋斗不止步，幸福方可期。
福建省第十批援宁干部李仲福把“家”搬到

了西海固：2016年他来宁挂职，妻子陈莹主动请
缨赴宁夏支教，一同前来的还有年仅 11岁的儿
子。如今，李仲福推动建设的宁夏六盘山特产馆
已在福州市多地开花，将宁夏特色农产品销得更
远；陈莹牵线在固原市第五中学设立的“船政
班”，让更多贫困学生得到“海风”滋润。

牵头实施自来水提升工程，让 4.5万群众喝
上健康水；数十次奔波于北京、福建，促成清华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院与隆德县医院结对子，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从县域经济百强县福
建闽侯县来到国家级贫困县宁夏隆德挂职的清
华大学博士毕业生樊学双，2018年工作期满后，
毅然选择接着再干两年。

如今，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已从单向扶贫，拓
展到两省区经济社会建设全方位多层次、全领域
广覆盖的深度协作。

一支庞大的闽商队伍不仅在宁夏闯出一片
天，还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路。18岁揣着借
来的3000元北上银川的黄添进，如今已是宁夏著
名企业家，他投资 1亿多元建设的一家现代化食
品加工厂，带动不少贫困群众脱贫增收；曾仲明
投资 3800万元种植食用菌，让贫困户可以在“家
门口”就业；潘文贤在隆德专门定制了工艺简单
的人造花生产线，为上百名残疾人提供岗位……
截至 2019年底，已有 5700家福建籍企业、商户入
驻宁夏，8万多福建人在宁夏从业；近 5万宁夏人
在福建实现稳定就业。

山海携手，见证新蝶变

扶贫誓言，山海为证。
一组数据令人振奋：24年来，在闽宁对口扶

贫协作援宁群体等的奋力推动下，闽宁两省区 20
多个省级部门、80多个县级部门互学互助，101
对乡镇、110对村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形成“携
手奔小康”的强大动力；积极争取结对帮扶项目，
建设 160个闽宁示范村，新（扩）建学校 236所，资
助贫困学生 9万多名，援建妇幼保健院、医护培
训中心等卫生项目 323个，帮助宁夏培训教师近
万名……一个个跃动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家庭
的生活改变，是一座座村庄的美丽蝶变。

初心不渝，奋斗依旧。闽宁生态移民示范
村、闽宁学校、闽宁儿童福利院、闽宁敬老院、闽
宁扶贫产业园……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
体 24年的接续奋斗下，“闽宁”二字，在宁夏大地
镌刻下一个个印记，两省区同心战贫的成果已俯
拾即是。

山与海的“化学反应”还在继续。悠悠闽江，
必将见证新时代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新篇章；巍巍
六盘，必将见证西海固全面脱贫的历史性时刻。
（新华社银川6月30日电 记者何晨阳、马

丽娟、许雪毅）

上图：2020年3月18日，在宁夏银川市永宁

县闽宁镇双孢菇栽培示范基地，农民在采摘蘑菇。

新华社记者 王 鹏摄

山海携手 圆梦小康
—记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跨越千里之

遥，赓续24年之功，闽宁对口帮扶协作取得

一系列丰硕成果，唱响了小康路上的“山海

经”，成为中国脱贫故事中的精彩篇章。

闽宁生态移民示范村、闽宁学校、闽

宁儿童福利院、闽宁敬老院……“闽宁”二

字，在宁夏大地镌刻下印记，两地同心战

贫困的成果俯拾即是。24年心手相牵，从

单向扶贫到产业对接，从经济援助到社会

事业多领域深度合作，闽宁协作形成独具

特色的“闽宁模式”，开创出一条具有示范

意义的扶贫协作道路，是我国贫困地区通

过对口扶贫协作走向全面小康的成功典

范和缩影。

知难不难，事在人为。24年来，山一程、

水一程，一支支连接山海的工作队从八闽大

地走向宁夏六盘山，他们以燕子垒窝的恒

劲、水滴石穿的韧劲，将扶贫接力棒一棒一

棒传下去，用感人故事书写了脱贫攻坚战役

的精彩答卷。

他们中有福建省扶贫办原主任林月婵，

先后到宁夏40多次，把他乡当故乡，成为西

海固百姓口中的“林大姐”；他们中有援宁干

部马国林，在黄土沟奋战了80天，终于在固

原甘城乡打出了第一口井；他们中也有福建

农林大学菌草研究所所长林占熺，将发明的

菌草技术通过闽宁协作传到了六盘山下，富

了百姓也美了生态……一桩桩、一幕幕，福

建援宁工作队员们躬身为桥，消弭山海的距

离，他们的事迹洒落于西海固的沟沟坎坎，

铸就感人至深的“闽宁情缘”。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不是扶持一口井，

而是涌动万眼泉。从发展马铃薯、中草药、

食用菌等特色农业到合作成立扶贫产业园

带动群众就业，闽宁协作实现了由输血式扶

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激发了当地摆脱贫

困的蓬勃动力。

携手奔小康，山海亦通达。无论是坚决

克服疫情影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还是巩

固脱贫成果，今年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艰

巨，要攻克的难关还有不少，决不能松劲懈

怠。让我们一鼓作气、再接再厉，汇聚合力

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信念决胜脱贫攻坚，

攻克最后的贫困堡垒，交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优异答卷。

（新华社福州6月30日电 记者涂洪
长、董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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