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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来，你们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与爱国主义
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
初心不改、奋斗不止的精神。

—摘自习主席给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全体
同志的回信

山东篇山东篇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三次到山东考察调研，对山东寄予殷切

期望，“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

走在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上走在前”。牢记总书记嘱托，

山东以昂扬的姿态努力开创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
有效进展”

作为经济大省，山东在全国发展大

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经济由高速增

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山东面临

产业结构总体偏重、新兴产业总量偏小

等突出问题。

2018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强调，“要坚持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

思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有效进展”。

山东迅速行动起来——

大力淘汰落后产能。2018 年以来，

累计整合清理地炼产能 2352 万吨；累计

治理“散乱污”企业 11 万多家，化工园区

由 199 个压减至 84 个。

传统动能提档升级。4 年来，实施

投资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3.8 万个，投

资规模居全国首位。

新动能不断壮大。去年，新技术、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增加值占比达

到 31.7%，比 2017年提高 10个百分点；“四

新”经济投资占比超过一半，达到 51.2%。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企业考

察时鼓励我们不断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上取得新突破。4年来，我们牢记总书记

嘱托，奋力攻关，在高端精细化学品尼龙

12、柠檬醛、可降解塑料等方面接连获得

突破，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销售收

入也从 600 多亿元增长到 1400 多亿元，

净利润从百亿元级跨入 200 亿元级。”万

华集团董事长廖增太说。

山东今年又提出，重点在科技研发、

人才引育、数字变革等方面进行“十大创

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正值夏收时节，从泰山山麓、黄河两岸

到黄渤海之畔，齐鲁大地上，收割机在田野

里忙碌，空气中弥漫着麦香，一派丰收景象。

“解决好‘三农’问题，根本在于深化

改革，走中国特色现代化农业道路”“农

业大省的责任首先是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山东的“三农”问题，习近平总书记

牵挂于心。

小麦品种济麦 55 是山东省农科院

作物研究所培育的新品种，在国家区域

试验中比连续多年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

济麦 22 增产 5%左右，品质达到国家中

强筋优质小麦标准。“落实总书记的要

求，我们不懈地研发，就是要用更好的种

子，生产更多、更好的粮食。”山东省农科

院作物研究所研究员宋健民说。

近年来，山东在海洋强省建设上，做

强海洋高端装备、深耕海洋牧场，去年海

洋 生 产 总 值 约 1.49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7%；在基础设施提升上，开展综合立

体交通网、能源保障网等“七网”行动，高

速公路通车里程重回全国第一方阵；在

打造开放高地上，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建设有序推进，去年山东进

出口总额 2.93 万亿元，连续第 6 年创历

史新高，同比增长 32.4%……沿着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山东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扎实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奋楫前行。

“确保‘十四五’时期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他强调：

“确保‘十四五’时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为黄河永

远造福中华民族而不懈奋斗。”

山东是黄河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勇担重任：加快黄河

防洪减灾工程建设；打造黄河下游绿色生

态廊道，推进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着力

发挥山东半岛城市群在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龙头作用……

（下转第三版）

齐 鲁 大 地 万 象 新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山东篇

本报北京 6月 8日电 记者柴华报

道：退役军人事务部近日印发《关于用足

用好优惠政策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住经济大

盘和保市场主体、稳就业等工作系列会

议要求和决策部署，做好当前形势下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通知》强调，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上来，用好用足现有政策，用心用情做好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为稳住经济大

盘作出应有贡献。

《通知》要求，要深刻学习理解国务

院关于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六个

方面 33 项具体措施，全面梳理国家关于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优待政策以及本地出

台的各领域具体优惠政策，做到经济形

势清、政策措施清、归口部门清、落实要

求清。要广泛宣传、准确解读，让退役军

人市场主体和广大退役军人应知尽知、

应享尽享，提振发展信心。

《通知》提出，要全面领会贯彻落实

全国高职扩招退役军人毕业生就业工作

视频会议精神，深入引导退役军人树立

正确就业观、择业观，合理调整就业预

期，引导退役军人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

工作岗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

个人价值。

《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体系作用，充分调动行业协会

商会、就业创业导师团队等社会力量，建

桥梁、搭纽带，广泛开展“政策大讲堂”

“服务面对面”等活动，有效对接产业链、

供应链、资金链，力争做到“一企一策”

“一户一案”，助力退役军人创办的中小

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纾困解难。

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通知

对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本报讯 宋宝君、特约记者洪大鹏

报道：初夏，一场持续 1 个多月的战略战

役研究性推演在国防大学落下帷幕。数

百名将校军官学员和教研人员依托兵棋

训练和智能蓝军系统，聚焦重大现实问

题展开实演实推。“这次推演突出传统

作 战 样 式 创 新 和 新 质 新 域 力 量 运 用 ，

拉近了课堂与战场距离，打仗的味道很

浓……”复盘总结会上，一名学员说。

“此次推演是我们推动教学育人精

准对接部队和战场需求的一个缩影。”该

校教育训练部领导介绍，他们坚决贯彻

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紧盯科技

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重塑设计战

略指挥、联合作战指挥等重要班次课程，

集中推出一批备战打仗急用教材，牢固

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

课堂对接战场，教学紧贴实战。前

不久，该校邀请 20 余名来自军委机关和

战区的指挥员，与学校领导机关、教员

专家集智研究新一期联合作战指挥培

训班人才培养方案。为加速提升高级

指挥员领兵打仗能力，该校在联合作战

指挥培训班推出一些新课程。教学过

程中，他们创新运用战争场景模拟、典

型战例剖析、作战构想推演等方法，进

一步提升学员联合作战决策、筹划、指

挥等能力素质。

与此同时，该校加大新课程开放办

学力度，邀请军委机关、战区、军兵种部

队的高级指挥员和地方相关领域权威专

家来校授课，组织无人化作战、军事战略

等主题研讨，帮助学员开阔视野、增加知

识储备。今年 3 月以来，该校在主要教

学班次中安排了 40 多次外请授课，占课

题总数的四分之一。

国防大学牢固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

课堂对接战场 教学紧贴实战

夏日，成都市新都区荣军路 86 号，一

座林木繁茂的院落闹中取静。

整洁干净的庭院内，凉亭、小溪、长廊

错落有致。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轮

椅上，画面温暖而美好。

如果不留意这座院落的名称——四

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或许不会有人

想到，这些神态安然的老人，是一群经过

枪林弹雨考验的老英雄。

这座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建于 1951

年，先后集中供养了 2800 多名伤残军人，

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约 2200 人。多

年 来 ，该 院 伤 残 军 人 克 服 常 人 难 以 想 象

的困难，力所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

务做传统教育报告近万场，受众 300 余万

人次。

“我们打过仗，更清楚今天的和平幸

福生活多么来之不易。”2020 年 9 月，该院

志愿军老战士涂伯毅和几名战友回想起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烽火岁月，大家感慨

万千，决定给习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

情况。信中，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向

习主席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

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

瓦的决心。

让老战士们格外高兴的是，习主席给

休养院全体同志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

问候。在回信中，习主席称赞：“60 多年

来，你们坚持爱党、信党、跟党走，积极参

与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活动，继续为

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展现了初心不

改、奋斗不止的精神。”

“戎马卫家国，一生忠于党。”这是老

战士们的如磐信念——

习主席的回信，让更多人认识了这些

老战士。媒体关于他们事迹的报道很多，

不少人慕名前来探访。谈及当年的牺牲

奉献，老战士们总说：我们是党培养的，只

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

每当有人来看望 ，88 岁的老英雄周

全弟总会举起无手右臂，敬一个特殊的

军礼。得知记者来自解放军报，老英雄

打开了话匣子，“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26 军 77 师 231 团 1 营 2 连战士……”1950

年冬天，16 岁的周全弟在长津湖战役中，

因严重冻伤失去了双腿及双手。回忆起

当年的战斗场景，他动情地说：“我最大

的遗憾是，没能在战场上继续为党和人

民冲锋。”

“志愿军将士及英雄模范们的功绩，

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习主席回信中的话语，让周全弟

倍感温暖。他告诉记者：“习主席始终牵挂着我们这些老战

士，穿上军装我们是兵，脱下军装我们依然是党的战士，要

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虽然行动不方便，但周全弟和老战士们喜欢摇着轮椅车

到街上看看。城市日新月异，商品琳琅满

目，马路四通八达，公园风景如画……在

经历生死考验的老战士们眼中，这些看似

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画面，正是他们当年浴

血奋战的意义。

“有学上、有房住、有医保，很多人还开

上了小汽车……”每每说起这些高兴事儿，

周全弟总是连连感叹：“党中央、习主席领

导得好，中国的明天有希望，未来的日子

有奔头！”

“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灵魂，党就是抚

育我们成长的母亲”“社会主义大厦固然

需要钢材，我们却愿意作颗小小的螺丝

钉……”前段时间，当地一些学校组织学

生到休养院探望，老战士们特意朗诵了由

伤残战友创作的诗歌《我们的心永远忠于

党》。动情处，他们挥动双臂，仿佛再次回

到火热的青春岁月。一句句诗歌，道出了

老战士们的毕生追求，也表达着他们对党

的真挚情感。

“战场的英雄，生活的强者。”这是老

战士们的奋斗本色——

走下战场，回归生活，是老战士们要

过的第一关。

1951 年 2 月，在抗美援朝战场上，20

岁的涂伯毅遭敌人凝固汽油弹袭击，全身

大面积烧伤，双手致残。

1956 年，涂伯毅来到四川省革命伤残

军人休养院。由于身体残疾，他一度躲在

屋里不愿见人。后来，在战友和休养院工

作人员的耐心开导下，涂伯毅逐渐战胜悲

观情绪，重拾生活信心。

即使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第一次

见到老战士涂伯毅时，记者还是被深深震

撼到。他那被严重烧伤的皮肤，无声地诉

说着一名老战士的坚毅和荣光。

“虽然我的身体残疾了，但我的精神

和灵魂没有改变。”这些年，涂伯毅不仅坚

持生活自理，还几十年如一日练习书法。

收 到 习 主 席 的 回 信 ，涂 伯 毅 特 别 激

动：“这是习主席对我们这些老战士的亲

切关怀。几十年来，正是党和人民的关

心，激励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现在，我们

更有信心把日子越过越好。”

今年，涂伯毅已经 91 岁高龄。晚饭

后，他仍然坚持在院里散步。他希望把

身体锻炼好，继续为党和人民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不只涂伯毅如此。“困难只能在软弱者

面前存在，挡不住久经锻炼的士兵……”这

几句诗歌，正是休养院全体伤残军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

生动写照。

（下转第三版）

下图：老战士周全弟与成都市繁江小学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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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训练。 赵宁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