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报 通 辽 2 月 15 日 电 （记 者
薛一群）悠扬的马头琴，热情的安代
舞，欢快的好来宝⋯⋯通辽市奈曼旗
固日班花苏木巴彦塔拉嘎查的 700 余
名村民欢聚一堂，集体吃年饭，过大
年。同时，为 61 岁以上本命年老人集
体过生日，村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我把孩子们穿着民族服饰、载歌
载舞的照片发到朋友圈，同学都评论
年味特别浓。”乌雅汗是内蒙古财经大
学的大二学生，她利用寒假时间，回到

家乡教村里的孩子跳民族舞，编排集
体过大年的节目。

长期在外打工的乌力吉说：“一年
到头，大家难得见几回面，我非常支持
集体过大年的活动。老百姓富裕起来
了，活动一年比一年更丰富了，希望我
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当天，还表彰了过去一年为村里
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55 岁的囤
满仓老人抱着刚拿到的荣誉证书，脸
上笑开了花：“大家一起过年，热闹又

开心，还不浪费，年年一起过大年，改
变了我们的习惯。”

早在 2002 年，巴彦塔拉嘎查就尝
试组织村民集体过大年，开创了奈曼
旗村民集体过大年的先河。谈到集体
过大年的初衷，嘎查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达斯说：“我们每年都有一个主题，
也是下一年奋斗的目标。集体过大年
能凝心聚力，激发村民撸起袖子加油
干的决心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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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过大年 过出新风尚

□本报记者 韩雪茹

红彤彤的灯笼一字排开，大红的春联贴满了院子围墙，精巧别致的窗花整齐
地排列在窗户上⋯⋯走进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北什轴乡新营子村赵玉荣家的院子，
扑面而来的浓浓年味儿将冬日的寒气都冲淡了几分。

大年三十儿一大早，伴随着屋外劈劈啪啪的鞭炮声，老赵一家子就忙乎开
了。“我把垒旺火的地方打扫干净，你快去把鱼拿出来炖上。”赵玉荣一边招呼老伴
儿准备年夜饭，一边拿起扫帚清扫屋前的空地。

今年春节，对于赵玉荣一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他们离开农村老家
13 年后，第一次回村过年。老赵说，美丽的新农村吸引他们回来，既能找回从前
的年味儿，还想让孙子了解更多的春节民俗。

“你看，房子虽然是 30 多年前的老房子了，但重新装修后，仍然干净亮堂，住
着挺舒服。窗户还保留了纸糊窗户的老样式，贴上五颜六色的窗花，看着真喜
庆。”老赵带着记者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儿，言语间透着兴奋。

赵玉荣和老伴儿过了小年就从市里回村了，炖肉、炸糕、蒸馒头、生豆芽⋯⋯这
些天一下也没敢闲着。她说，今年弟弟一家和儿女、孙子们都回来，全家人在一起过
个幸福团圆年。

忙完了院子里的活儿，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边包饺子一边唠家常。
“记得第一次回村里过年，光路上就折腾了一整天。那会儿没有直接到咱村

的班车，先是坐大巴到了附近的村子，再从那个村子走回来，那天又赶上下大雪，
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家的时候，腿都冻僵了。”回想起刚结婚回村过年的情景，老
赵的弟媳云俊英捂着嘴笑了起来。

上世纪 90 年代初，老赵的弟弟和弟媳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结婚第一年回家过
春节，就经历了一场“考验”。云俊英说，那会儿就盼着班车通到村里来，回家方便一
点儿，但是由于村里的路坑坑洼洼不好走，再加上村子地理位置偏僻，没有班车愿意
过来。如今，村村都修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每天好几趟车经过，抬脚就能上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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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过年去！

今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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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晞、颢凝等香港“少年警讯”成员：
你们好！很高兴收到你们亲手制

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心，字也写得
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感动，谢谢你
们！

贺卡上的照片让我想起了去年在
“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跟你们见面
的情景。你们个个朝气蓬勃，展现了香
港青少年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祖国
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希望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点
历史，多了解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锤炼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
务香港、报效国家。

春节到了，祝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祝香港所有青少年朋友们，新春愉快、
万事如意！

习近平
2018 年 2 月 14 日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习近平给香港“少年警讯”成员的回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在春节
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月 14 日给
香港“少年警讯”成员回信，感谢他们寄
送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勉励他们好好
学习、健康成长、早日成才，并向香港广

大青少年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
福。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很高兴收到你
们亲手制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心，
字也写得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感

动，谢谢你们！
习近平指出，贺卡上的照片让我想

起了去年在“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跟
你们见面的情景。你们个个朝气蓬勃，展
现了香港青少年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一代身
上。希望你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多学
点历史，多了解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
识，锤炼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
香港、报效国家。（回信全文另发）

“少年警讯”成立于 1974年，是香港
警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年进行法
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迄
今已累计吸引 100 万名青少年参与，会
员超过 21 万人。去年 6 月 30 日，习近
平在香港考察了“少年警讯”永久活动
中心暨青少年综合训练营，看望了正在
训练的香港青少年。近日，当时参加见
面活动的郭宏晞、罗颢凝等 22 位“少年
警讯”成员亲手制作了一张新春贺卡，
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节日祝福，并期望
能与习主席再次见面。

香港“少年警讯”成员给习近平寄送新春贺卡

习近平回信祝福和勉励香港青少年

■详见第 3 版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千家万
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把爱
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
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习近平总
书记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充
满人文关怀、洋溢家国情怀、展现大国胸
怀，深刻阐述国家、家庭与个人的深层联
系，鲜明指出中国梦的核心价值和力量
源泉，让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根基更
加牢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注入强大动力。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
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
不断改善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居民收入
增速跑赢 GDP增速，平均每年超 1000万
人脱贫，平均每天新增逾4万家市场主体，
五年新增就业人数相当于英国总人口⋯⋯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造

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一个政党不变的初
心，一个国家坚守的价值，让无数普通人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增长，推动

“中国号”巨轮驶入新的水域。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习

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梦归根到
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
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过程，正是人民生活发生
翻天覆地巨变的过程。无论是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还
是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
跨越，渐行渐近的中国梦，让个人梦拥
有了广阔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宏大
叙事”的国家梦、民族梦，正是在一个个

“具体而微”的个人梦、家庭梦的实现中
铺展；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满
足个人对人生出彩机会的渴望，正是中
国梦最富魅力的章节。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团圆不仅
是亲朋相聚、阖家团聚，更是对中华民
族命运共同体的拥抱，是对修齐治平、

家国情怀等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如
果说，“大河没水小河干”阐明的是命运
共同体逻辑；那么，“小河有水大河满”
则揭示了发展进步的动力机制。在扶
贫一线，在创业前沿，在工厂车间，在田
间地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
舞台，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
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
中，就能将 4 亿多个家庭、13 亿多人民
拧成一股绳，汇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团聚最喜悦，团圆最幸福，团结最
有力。在新征程上携手前行，每个人都
是中国“梦之队”的一员，每个家庭都是
中 华 民 族 大 家 庭 不 可 或 缺 的 有 机 组
成。最大程度吸纳人民群众参与改革
发展，最大程度促进全面小康的共建共
享，最大程度动员全体人民同心共筑中
国梦，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会更好，我
们的伟大事业就会更加朝气蓬勃。

（新华社北京 2 月 15 日电）

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周楠
张玉洁 范帆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对如期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2 月 12 日在打好精
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在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大
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清醒认识把
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任务的艰巨
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
松、不停顿、不懈怠，提高脱贫质量，聚
焦深贫地区，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
推向前进。

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

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
展。”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鼓舞人心，让
扶贫干部工作更有干劲儿，贫困群众
感到生活更有奔头。

除夕，精准扶贫的“首倡地”湖南
湘西十八洞村，村第一书记、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石登高还在村内走访贫困
户。“昨天收到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商标局发给村民龙先兰的‘金兰十
八洞’商标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我正
要给他送去。”石登高说，十八洞村如
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年纯
收入由 2013 年仅 1668 元提高至 2017
年的 10180 元。

龙先兰是孤儿，2014 年起，在扶贫
工作队的帮助下养蜜蜂，如今成了远
近闻名的养蜂能手，每年能出产生态
蜂蜜 500 斤。“有了自己的品牌，将来要
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品质变品
牌。”他说。

临近年夜饭，青海省西宁市湟中
县李家山镇峡口村村民山成荣家里特
别热闹，他说：“今年亲戚来得多，也是
为了庆祝孩子大学毕业，要不是扶贫政
策好，我们供不出这个大学生。”他曾是
建档立卡的贫困户，2016年在村里帮扶
下发展养殖，“现在我一年收入有4万多

元，日子越过越好了。”目前李家山镇 10
个贫困村，已经脱贫的有6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造了减
贫史上的最好成绩，农村贫困人口累
计减少 6853 万人，年均减少贫困人口
1300 万以上，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的
10.2%下降至 3.1%。

“这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大窝镇
党委书记涂冬将扶贫经验归结为四
点：一是党委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不
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二是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三是社会各
界支持形成脱贫攻坚合力；四是从严
治党贯穿脱贫攻坚全程，干部有紧迫
感、使命感。

山西省永和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奇奇里村一度被认为是“永
和最穷的村”。2015 年，26 岁的郭若
桥驻村任第一书记，产业扶贫、旅游扶
贫⋯⋯能想的办法都用上了，2017 年
奇奇里村整村脱贫。“打好脱贫攻坚
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
劲。”郭若桥总结。

啃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这块硬骨头
“脱贫攻坚面临的困难挑战依然巨

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依然不少。今
后3年要实现脱贫3000多万人，压力不
小，难度不小，而且越往后遇到的越是
难啃的硬骨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
析当前脱贫攻坚形势，让扶贫干部对于
使命和责任的认识更为深刻。

“行百里者半九十。必须再接再
厉，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做好应对和战
胜各种困难挑战的准备。”习近平总书
记这一要求，点中了扶贫工作的要害，
引发一线扶贫干部共鸣。

“基层扶贫三年，最大的感受是增
强了信心，温暖了人心。”湖南省凤凰
县山江镇雄龙村驻村干部周毅说，听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脱贫攻坚更
有决心。

黑龙江省龙江县是大兴安岭南麓
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龙江县哈拉海
乡西里村党总支书记胡连明说，脱贫
已到了攻坚冲刺阶段，村里有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都有了扶贫项目，能够稳
定脱贫，没有劳动能力患大病的贫困

户是脱贫攻坚的难点。
建档立卡数据显示，目前贫困人

口超过 300 万的还有 5 个省区，贫困发
生率超过 18％的贫困县有 229 个，超
过 20％的贫困村有 2.98 万个。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工作，他走遍全国 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

一些深度贫困地区长期与外界脱
节，社会发展滞后，文明程度低，群众安
于现状，内生动力明显不足。“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云南省寻甸
县驻村扶贫工作队总队长杨蜀军说。

经过多年努力，寻甸县贫困发生
率 从 2014 年 的 26.93% 下 降 到
0.35%。“这证明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
的决策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总书记的
讲话让我们非常振奋，对于啃下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这块‘硬骨头’，有了底
气和信心。”杨蜀军说。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贫困
户干劲十足。“扶贫政策这么好，我不
能拖后腿，我有劳动能力，就要靠自己
的双手脱贫。”黑龙江省龙江县哈拉海
乡西里村贫困户龙双山说。

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全面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按照党

中央统一部署，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
首位，聚焦深度贫困地区，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对于打好今后 3 年脱贫攻坚
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基层一
线扶贫干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新疆
喀什地区疏附县布拉克苏乡乌润巴斯
提村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万江
勇说。

“从目前进展看，总体上完成任务
问题不大。现在，就是要由‘打赢’向

‘打好’转变。‘打好’体现在从关注脱
贫速度转向提升脱贫质量。”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说。

稳定实现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
障”，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主要
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心的脱贫大事。

“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穿，保
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安全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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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李振南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九
九八十一”，一座普通的小站、一
群 匆 匆 的 旅 客 、一 对 难 舍 的 母
子。最近几天，一部名为《三分
钟》的短片，不仅刷爆朋友圈，也
让很多人泪崩。回家热望与渴
盼，岗位坚守与奉献，都印刻在这
短短的三分钟里。

过年了，当我们的工作按下
“暂停键”时，很多与列车乘务员
一样的平凡工作者却依然在坚
守。春晚很精彩，他们没时间看；
庙会很热闹，他们不能逛；聚会很
温馨，他们没法参加。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因为街角巷尾、十字
路口、手术台、边防线上更需要他
们。他们的坚守，装点着春节的
美丽、美妙和美好，换来了我们的
放心、安心和舒心。

人们总是喜欢用“最美”来形
容那些带给我们感动的人，最美
警察、最美教师、最美环卫工⋯⋯
最是平凡动人心，那些舍小家为
大家，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就
是这个春节最美的风景线。

为坚守者
点赞

奋 斗 成 就 梦 想 团 圆 感 受 幸 福

继续书写中国人民
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习近平春节团拜会讲话
引起海外华侨华人强烈共鸣

总书记的问候，激励新成昆线青年

举杯贺新春

。

本报记者

薛一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