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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年来，钟光平白手起家，建设了家庭农场，年收入

超过百万元；他感恩乡亲，送大棚、赠种子、传技术、帮销

售，扶持 19 户贫困户脱贫，年资助款项 2 万元以上；他敢

于担当，挑起村支书的担子，带领 500 多户乡亲发展种

植业，实现全村农民人均年收入 2.3 万元，让富裕村真正

富裕了起来。 （A4版）

黄土地里刨出金

本期
导读

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 9 月 10 日，以“中国

与世界：70 年的历程”为

主题的第八届世界中国学

论坛在上海开幕，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

长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

黄坤明指出，新中国

成立70年来，中国人民与

世界人民真诚相处、守望

相助、命运相依，在办好自

己事情的同时，积极为世

界作贡献。我们坚定不移

推进改革开放，推动近 14

亿人口从温饱不足走向全

面小康，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强劲动力，为各国人

民追求美好生活贡献中国

智慧。我们高举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

极推动人类和平发展事

业，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

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

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为增进各国人民福祉创造

了新的机遇。

黄坤明表示，当今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面临共同风险挑

战，需要我们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搭建更

多沟通交流的平台，开展

更多平等互信的对话，不

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为

中国与世界的互鉴共赢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出

席论坛并致辞。

来自 35 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的 300多名专家学

者参加本届论坛。

台风、地震、暴雨、洪水、泥石流……

一段时间以来，自然灾害袭击浙江、山

东、福建、四川等多地。在严峻考验面

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把抗

灾一线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考场”，主

动作为、勇当先锋，不计得失、向险而

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尽可能将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

未雨绸缪，把防灾摆在首位

暴雨倾盆，狂风肆虐！超强台风“利

奇马”8 月 10 日凌晨在浙江温岭登陆。

专家给“利奇马”画了个像：强度强、风

力大，影响范围广、暴雨范围广、降雨强

度大，是一匹“暴躁的烈马”。

人与自然灾害狭路相逢，防御是最

好的武器。

浙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压实抗

台救灾主体责任，以“不死人、少伤人、

少损失”为目标，凝聚起防汛防台的强

大合力。截至“利奇马”登陆前，浙江各

级干部动员转移人员70余万人，其中安

置到避灾场所的有11万余人。

台风夜，山体滑坡导致溪流改道直

冲村庄，26间房子被毁坏，13间被夷为

平地——这是浙江台州黄岩区宁溪镇

上桧村遭遇的惊魂一刻。但由于党员

干部提前劝说、护送甚至“绑架式”带

离 ，36 名 村 民 全 部 安 全 转 移 ，无 一

伤亡。

就在村干部带着最后 5 名村民撤

离不到半小时，这里发生大面积山体

滑坡。不少老人事后目睹村庄景象，放

声大哭：“多亏干部把我们拉走，捡了

一条命！”

今年第11号台风“白鹿”登陆期间，

福建各地党员干部全面动员，加强防

范，与“白鹿”赛跑。福建省要求，要坚决

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

“防台风、保安全”这根弦。在台风登陆

点漳州东山县，党员干部连夜深入渔民

家里，逐户做通思想工作，将数千名群

众全部转移。

勠力同心，把使命化为行动

重大灾害面前，一大批党员干部投

身抢险救援最前线，把初心写在岗位

上、使命融入行动中，甚至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日照莒

县东莞镇 8 月 10 日至 11 日遭遇强降

雨。11日，东莞镇孟家洼村村民小组组

长孟凡勇在疏浚排洪涵洞时，不幸落水

牺牲。

8月19日晚至20日晨，四川省阿坝

州汶川、理县等地连续强降雨，引发山

洪泥石流灾害。受灾地区 600余个基层

党组织和 8000 余名党员干部迅速投入

抢险救灾，用血肉之躯筑起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的“铜墙铁壁”。

武警阿坝支队 21 名官兵 8 月 27

日在担负民房清淤任务时，因突发情

况，卫生员龙家利身负重伤，后因伤势

过重牺牲——这一天正是他 24 岁生

日。而在牺牲前几天，龙家利在 QQ 空

间写道：“十一年前汶川地震我还在读

小学，十一年后汶川泥石流，我已到达

战场……”

不等不靠，把重建进行到底

以“垦荒精神”著称，有“东海明

珠”美誉的浙江大陈岛，此次遭遇“利

奇马”重创：屋顶掀翻、公路塌方、树木

倒伏……面对天灾，岛上党员干部带领

群众奋起自救，连续作战修复家园。仅

仅两天后，海岛重新秩序井然。

6 月中下旬，在四川长宁地震灾区

各安置点，最为醒目的是高高竖起的党

旗，随处可见的是临时党支部、党员服

务队。震后，宜宾市委及时组织成立临

时党支部，建立应急保障、医疗服务等

党员先锋队15支，设置党员志愿者服务

点 259 个，确保受灾群众随时随处找得

到组织。

在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地温岭，

强风暴雨大潮造成大面积停水停电、道

路积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受灾等重大

灾情。台州市委常委、温岭市委书记徐

仁标说，面对历史罕见的重大灾情，温

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

上，立即投入灾后自救、恢复重建中。

温岭3000多名微网格成员、近3万

名联户党员迅速到位。钱江摩托武装部

副部长金伟荣是一名老党员。他迅速集

结预备役三营应急分队战士，顶风冒

雨、不眠不休，连续 20 个小时参与救

援，累得直不起腰……

台风过后，浙江省进一步部署要

求，党员干部要带领群众大力弘扬浙江

精神，不等不靠、群策群力，举全省之力

做好抢险救灾，全面启动灾后恢复重建

工作，确保 9月底前受灾地区环境整治

基本完成、城乡面貌基本恢复。

（新华社 王俊禄 张超群 萧海川 叶
婧 董建国 杨迪）

不忘初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牢记使命

把抗灾现场当作初心“考场”
——多地党员干部在抢险救灾中践行初心使命

月圆在中秋 共享好时节
本报记者 漆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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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即将

到来之际，奋战在重点项目工程建设一

线的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建安

装集团的建筑产业工人们聚在一起，挥

舞五星红旗，高唱国歌，祝福伟大祖国繁

荣昌盛。 计海新 摄

新华社北京 9 月 9 日电
（贾启龙 王同启）今年9月 21

日是第十九个全民国防教育

日。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日前

下发通知，对组织 2019 年全

民国防教育日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加

强全民国防教育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和决策部署，突出宣教

主题，拓展平台载体，创新方

法手段，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

教育活动，着力激发全体国民

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荣

誉感，营造喜迎新中国成立70

周年的浓厚氛围，汇聚强国强

军的强大力量。

通知要求，要深入开展

“赞颂辉煌成就、军民同心筑

梦”主题宣传教育。宣传新时

代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军政

军民团结的血肉联系和鱼水

深情，大力培育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要广泛

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教育

实践活动。着眼增强体验性、

互动性、实效性，不断丰富教

育形式内容，扩大声势和影

响；要大力营造崇军尚武浓厚

社会氛围。综合运用多种宣传

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搞好全民

国防教育日宣传。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部署
2019年度全民国防教育日工作

近两年来，短视频渐渐成为大众碎片化生活场景的

一部分，当很多人对短视频内容的认知还停留在娱乐、

模仿时，已有越来越多的政务媒体、专业机构和严肃内

容生产者重视并利用这一新兴媒介平台的传播效能。

他们这样创作、传播短视频

（B3版）

江苏连云港：
产业工人祝福祖国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承载着血脉亲情和深沉厚

重的家国情怀。古往今来，人们对这

一节日格外重视，并衍生出了各式各

样独特的庆祝方式。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秋这个浓缩了中国千年历史

与传统文化的节日，越来越成为承载

传统文化价值、凝聚民族团结认同、

和谐家庭社会氛围的重要载体。在中

秋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感受

中秋佳节丰富多彩的美食文化、团圆

文化等，在家与国的守望中共享月圆

好时节。

七旬老人的中秋记忆

每年中秋节，比圆月更早进入人

们视野的总是琳琅满目、口味各色的

月饼。70年来，独属于中秋佳节的月

饼，携带着不同年代的独特记忆，深

深烙刻在人们的中秋记忆里。

9月 5日，农历八月初七，四川成

都街头的中秋氛围已经逐渐浓厚起

来。早上 11时，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

会展中心，第 19 届四川中秋食博会

暨月饼节正火热进行，现场人头攒

动，人们都在购买自己心仪的节日用

品。记者在这里见到了72岁的何粹镐

老人，他与妻子陶连秀当日 9时从成

都市新都区出发，乘坐 1个小时的地

铁到达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月饼

节展区。

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何

粹镐，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聆听着

改革开放的号角。说起新中国成立70

年以来中秋佳节的变化，何粹镐滔滔

不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母亲

仍健在的时候，每到中秋节晚上，吃

罢晚饭，我们兄弟四人便围坐在方桌

旁，等着母亲给大家分月饼。”何粹镐

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人们的

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中秋节吃月饼

的机会很少，很多人吃不上月饼。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粮油副食

和日用工业品按户口凭证限量供应，

过节的月饼及干果也不例外。”何粹镐

告诉记者，“那时父母亲去世了，家里

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中秋节吃月饼，

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比较奢侈的。”

“后来结了婚，有了孩子，中秋节

变得更加重要了。那时冕宁县城的食

品企业渐渐增多，有个体经营的也有

集体经营的，每到中秋节，妻子都会

去食品店购买月饼。瓜子仁馅、青红

丝馅、芝麻馅……吃起来别有一番味

道。”何粹镐回忆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

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中秋佳节美

食文化也愈加丰富多彩。“从莲蓉馅、

豆沙馅到五仁馅、草莓馅再到现在的

各种水果馅、肉馅、冰淇淋馅……月

饼的口味花样越来越多，也从侧面展

示了咱们物质生活的日益充裕。”何

粹镐说。

随着时代的发展，月饼也不再是

中秋节食物的唯一选择，鲜果、大闸

蟹、海鲜大餐……“要是过节不想在

家做饭，到餐馆里订上一桌，一家人

和和乐乐地吃个团圆饭也是不错的

选择。”何粹镐说，70多年来，自己感

受最深刻的是祖国越来越强大，人

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我相信，祖

国的明天会更好，老百姓的日子也会

更好！” （下转A2版）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文明的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