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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建党 100周年时，全面建成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一个曾经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民族，
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注定风云际会，何惧惊涛拍岸。

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十三五”时期，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决战决胜。收
官之际的2020年，万马战犹酣。

拼搏，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
拼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
高山耸峙，风卷红旗过大关。

（一）开“顶风船”

时间的指针指向 21 世纪的第三个十
年，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关键一程。

这是一个看似顺利的开局。
2020 年 1月 19日，农历腊月廿五。彩

云之南，风和日丽、喜气洋洋。
刚刚结束开年首访，习近平总书记从缅

甸回国便直接前往云南考察，向全国人民拜
年，再一次部署脱贫攻坚总决战。

此时的中国，正铆足了劲，决心再用一
年时间彻底打赢脱贫攻坚战。

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成于艰难，对此，
总书记早有预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告诫全党务必增强
风险意识，不忘居安思危。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
年在中央党校省部级研讨班上强调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尤其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
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

尽管如此，猝不及防的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冲击仍始料未及，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不确定性陡然增加。

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迅速蔓延：报告
病例数在短期内大幅增加，防控形势一度
红灯频闪；

既定节奏打破：国内生产总值一季度
同比下降 6.8%，出现有季度统计数据以来
首次负增长；

外部环境恶化：某些国家频频“甩锅”，
“极限施压”“脱钩”声调甚嚣尘上，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盛行；

矛盾复杂交织：疫情未息又遇严重汛
情，公共卫生、经济结构、自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亟待补上。

乱云飞渡，雨骤风狂。如何开好“顶风船”？需要领航者
的智慧远见，更考验掌舵者的勇毅担当。

在云南考察时就作出抗击疫情重要指示；以巨大政治勇
气拍板武汉“封城”；大年初一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
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一次次重要指示、数不清的热线电
话；在关键时刻亲赴北京、武汉等地指挥抗疫……

面对这场百年不遇的重大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深谋远
虑、直接部署、亲临一线、全程督战，亿万人民的主心骨凝聚起
上下齐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2020年 2月下旬，抗击疫情的战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
一场覆盖全国 17万县团级以上干部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响了
另一场战役。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部署：“把我国发
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就
能够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早春时节，之江大地万物复苏。
在宁波臻至机械模具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里，一排排机床设备飞速运转，机器声
轰鸣。
“大家辛苦了！”面对干劲十足的工人

们，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在
继续坚持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复
工复产，既要保证生产任务，还要保证身
体健康。”

一年之中 13次国内考察调研，这是非
常时期的非常节奏：从华灯初上的西安步
行街，到抗洪前线江淮两岸，从贺兰山下的
葡萄种植基地，到浏阳河畔的视频文创产
业园……

习近平总书记进工厂、下农村、访社
区、看市场，来到广大干部群众中间，一次
次重要讲话拨云见日、坚定信心：“不要被
问题和困难吓倒”“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
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盛夏时节，松辽平原腹地吉林省梨树
县，玉米地一望无边、金浪翻滚。

步入田间，察看庄稼长势，习近平
总书记说：“今年夏粮丰收大局已定，关键
就看秋粮了。今年灾害不少，我很关心东
北这里的农作物长势。”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早在 2020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对抓好全国春季农业
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传递出特殊之年
以特殊举措重农抓粮的明确信号。

风雨来袭，稳字当头。2020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明确提出“六保”任务，并将其作为做好“六
稳”工作的着力点。

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优先保障毕业大
学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密集出台减
税降费、援企纾困政策措施，大力支持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一系列逆周期宏
观调控“硬核”举措，为顶风前行航船注入
强劲动力。

世界阴云密布，中国雨过天晴——
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率

先实现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发布报

告，投下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的“信任票”。
外媒感叹：“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接近正常状态。”

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突破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迈入1万美元门槛，5年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

利在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
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事实再次证明——
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

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
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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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习近平
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近日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该书由 17篇调研报告和 3集电视专
题片视频二维码组成。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全国 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

湾村和顾家台村等 24个贫困村调研指
导，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如荼地开展起
来。这组调研报告和电视专题片，是在
对这些贫困村深入调研回访基础上形成
的，生动反映了这些村在总书记关怀指
导下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可喜成就和宝贵
经验。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
贫纪实》的出版发行，对于广大干部
群众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思想，真切感受
脱贫攻坚的伟大意义，凝聚起万众一
心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具有重要
意义。

《习近平调研指导过的贫困村脱贫纪实》出版发行

凛冬时节，南方某机场，战机呼啸升
空，对海上目标进行实弹攻击。面对陌
生海域，机组成员密切配合，迅速完成搜
索、识别、发射等一系列动作，精准命中
目标。

这一幕，是空军航空兵某师“神威大
队”不断锤炼打赢本领的缩影。

作为空军战略力量的一把利剑，“神
威大队”在实战实训中不断提升新时代
打赢能力。在空军“金飞镖-2020”考核
中，大队参赛机组一路过关斩将，勇夺
“金飞镖”。

“感知战场态势变化、摸清装备性能
极限，才能对接备战所需、实战急需、胜

战必需。”大队飞行员刘健牵头的攻关小
组正围绕某任务课题集智攻关。
“神威大队”先后成立多个技术攻关

小组，创新战法训法、破解实战难题。某
任务中，大队飞行员只争朝夕攻关克难，
总结创新数套战法，积蓄了制胜强敌的
信心底气。

近几年的新年度开训，“神威大队”一
改以往平稳起步的惯例，直接进入实弹突
击、跨区机动等重难点课目，新年伊始就
把练兵备战从难从严的“指挥棒”立起来。

那是对航程极限的挑战。2020年 4
月的下半夜大航程训练中，7个多小时
的飞行航时、跨越 2个战区的飞行航程，

均创团队夜训新纪录。在连续飞行、随
时作战的紧张训练中，大队飞行员全时
段突击本领不断提高。

那是对打击边界的突破。12米、10
米……靶标的直径越来越小；100公里、
200公里……导弹的攻击距离越来越远。
两组数据，体现的是大队全方位打击能力
在“自设难题、研究破题”中得到增强。

那是对飞行航图的拓展。战巡海
疆、远洋训练、岛礁起降，换装新机后首
上高原完成适应性飞行训练……航图上
的陌生区域越来越少，全疆域到达的目
标已不再遥远。
“不管战争形态如何变化，不变的永

远是面向战场、瞄准强敌的实训理念，是
对接实战、真打实备的训练作风！”随着实
战化训练探索不断深入，大队长李小浒和
战友们信心满满地迎接新的挑战。

向 战 而 行 勇 夺“ 金 飞 镖”
—空军航空兵某师“神威大队”聚力实战化训练记事

■本报特约记者 吴 旭 通讯员 黄志超 来卫团

延安市延川县黄家圪塔村，村民高
成家新翻修的窑洞墙上，贴满了孙女高
宁的奖状。9岁的小姑娘笑靥如花，跳
着自学的舞蹈，向来家里巡诊的空军军
医大学医护人员表达谢意。

屋外，高成指着房前屋后的拱棚，笑
得合不拢嘴。他说：“光拱棚里种的春茬
西瓜就已经卖了6万多元，秋茬葡萄、蔬菜
也丰收了。党中央、习主席惦记着陕北革
命老区，现在生活真是大变样了！”

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
全面小康社会——这是党中央、习主席
对老区人民作出的承诺。响应习主席号
令，2016年 8月，空军党委确定空军机关
定点帮扶黄家圪塔村。4年多时间，村
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日日劳作不得
闲”的生活得以改变，黄土高原上的这座
小村庄走上了致富路。

怀着感情帮扶，找问题

才精准，解难题才见效——

真情，是挖开贫瘠土地

的“金锄头”

高成忘不了，4年前，这个家差点塌了。
“2016年，儿子因病去世，儿媳妇也

改嫁异地，留下 20 多万元的医药费欠
款，我们老两口和孙女没法活呀。”往日
的苦楚浮上心头，高成的眼睛微微泛红。
“后来，我靠部队援建的 7个拱棚进

行果蔬种植，两年还清了欠款，还买了辆
面包车。”如今，已是村里致富带头人的
高成感叹，“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高成一家的变化，是这片革命老区
巨大变迁的缩影。曾几何时，贫瘠是黄
土地撕不掉的标签。
“习主席当年在延川插队时，老区人

民的生活很苦。2015年，习主席在美国
西雅图市的欢迎宴会上，曾动情地说起
自己担任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时的心
愿：‘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
常吃上肉’。”这几年，空军机关扶贫工作
队一次次来到延川，一遍遍感悟习主席
对这片黄土地的深情。

2015年春节前夕，习主席在延安主

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
会。会议一开始，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老
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
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这些牺牲和
贡献永远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
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丰碑上。
“习主席和老区人民同甘共苦，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他重回梁家河时曾动情
地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
这里’。”空军机关扶贫工作队队员感慨，
从“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到“确保老区人
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习主席对老区人民的牵挂让人动容。

扶贫经验千条万条，带着真情帮扶
是第一条。到老区扶贫，空军机关怀着
一颗感恩之心，立下了克服万难拔穷根
的军令状。

黄土高原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一样。空军政治工作部群工联络局领导
对这里的冬天印象很深。一下车，举目
望去，许多田地光秃秃一片，脚下的土地
冻得硬邦邦。
“要想走上致富路，先要过‘气候

关’。”经过深入调研，空军机关决定从拱
棚种植入手。拱棚保暖防寒，有了它，村

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果蔬。他们帮
助村里平整出 126亩土地，援建 231个高
质量拱棚，帮助村民发展种植产业。

然而，眼看拱棚快要修好，一些村民
参与果蔬种植的热情却不太高。原来，
大家一怕交通条件差，果蔬运不出、卖不
掉，二怕不懂技术种不好。
“部队帮我们想得很细。水泥路不

仅修到家门口，还覆盖了田地的主要干
道，果蔬不愁运不出去。”建设拱棚的日
日夜夜，村党支部书记张开祥历历在
目。为了帮助村民解决种植技术难题，
空军机关还多方联系农技专家。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当地瓜
果市场行情不好。得知村民们种植的数
万公斤西瓜卖不出去的消息后，空军机
关扶贫工作队马上发动驻西安部队官兵
及家属自愿购买，联系地方商家上门收
购，解了村民的燃眉之急。
“一听到帮助老区群众，全校教员、

学员就自发行动起来。”空军工程大学政
治工作处干事施立军回忆说，许多官兵
一连几天在朋友圈为村民“打广告”。很
快，滞销的西瓜销售一空。

真情换真心，黄土变成金。这几年，
加入拱棚种植的村民越来越多，春茬种
瓜果、秋茬种蔬菜的种植模式全面推
广。昔日贫瘠的黄土地在军民协作下，
结出一串串“致富果”。
（下转第三版）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是革命老区，也是习主席度过7年知青岁月
的地方，习主席对这里饱含深情、常常牵挂。记者在空军机关定点帮扶
的延川县黄家圪塔村看到，这里已旧貌换新颜——

黄土地见证真情反哺
■本报记者 欧 灿 李建文 钱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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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2015年 2月 13日，习主席从北京飞赴陕西延安，一下飞机就前往自
己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看望慰问父老乡亲，并就老区脱贫致富进行实地调
研。习主席说：“我们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
面小康，特别是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常说的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的涵义。”

2020年12月30日，第80集团军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开展飞行训练，锤炼实战本领。 易迪宇摄

走进黄家圪塔村采访，村民们对空

军的帮扶项目如数家珍。从过去“一方

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到现在年收入突破

10万元的村民家庭比比皆是，这里的变

化无疑是巨大的。

或许，只有亲历了整个脱贫过程的

人，才知道脱贫的不易：从地形上说，村

子地处群山环抱之中，可使用耕地面积

少，且山高坡陡，种地全靠人工；从人员

结构上说，留守老人、儿童占主体，劳动

力相对匮乏。

采访中，空军机关干部常说一句

话——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老

区群众挤出自己的口粮，让红军将士绝

处逢生。这份恩情，是空军官兵心中不

竭的扶贫动力。

正因恩情重，所以空军机关把扶贫

工作当自家事来干，想得精准、周全、长

远。正因恩情重，扶贫工作队没有挑简

单的事情做，而是努力解决制约村里持

续发展的深层次结构性难题。

脱贫摘帽不是扶贫终点。带着感情

扶贫，就要久久为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树

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扶贫

之志，把老区发展的地基打牢固、把管长

远的工作干扎实，让老区真正富起来！

带着感情去扶贫

聚力推进实战化训练巡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