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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时节，万物复苏，一
批 关 系 国 计 民 生 的 新 规 也
从 3 月 起 施 行 。刑 责 年 龄 底
线降至 12 周岁、网络招聘信
息不得含有歧视性内容、惩
戒 学 生 可 以 批 评 训 导 不 能
伤害侮辱……法治有温度，
社会更进步。 （A4版）

这些你关心的新规
3月起施行！

近年来，甘肃省平凉市崇
信县一直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 而 努 力 ，并 成 功 入 选
2021-2023 年 创 建 周 期 全 国
文明城市提名城市，这项荣
誉 是 对 全 县 文 明 创 建 工 作
的肯定，也激励崇信县以更
严 更 高 更 实 的 要 求 奋 力 续
写文明故事。 （B2版）

吹响创建号角
续写文明故事

时代造就英雄 伟大来自平凡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群像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发出乘势而上、再接再厉、
接续奋斗的进军号令，为实现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注 入 行 动
力量。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
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
继往开来中推进。回首来时路，经
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我们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
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征途
漫漫，惟有奋斗。展望新征程，前
方仍有不少硬骨头要啃、不少难

关要攻克。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我们
仍然使命在肩、任重道远。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换。脱贫基础
更加稳固，脱贫成效更可持续，是
开启奋斗新征程的重要基础。当
前，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发展基
础仍然较为薄弱，部分脱贫人口
存在返贫风险。对易返贫致贫人
口要加强监测，做到早发现、早干
预、早帮扶。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
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

发展。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
好后续扶持。对脱贫县要扶上马
送一程，5 年过渡期内，保持主要
帮扶政策总体稳定。要压紧压实
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
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脱贫攻坚取得
胜利后，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
移。要顺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
形势、新要求，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用乡村振

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各项工
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
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
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深度、
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要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工
作体系、制度体系，做到工作不留
空档、政策不留空白，以更有力的
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重要目标，也是人民群众的
共同期盼。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必须把促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

位置，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
为地进行努力。我国社会主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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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焦这个主要
矛盾，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
糕”，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在
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把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事情做好。只有推动改
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
显的实质性进展，才能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广
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让全体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
日子。

脱贫摘帽是新奋斗的起点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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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5 日 ，北 京 ，人 民 大
会堂。

奋战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凡
人英雄们，在这里接受党和国家
隆重表彰。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授予毛
相林等10名同志，河北省塞罕坝
机械林场等10个集体“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这是一群投身人类历史上最
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的人，这
是一群时刻将人民牢记在心头，
倾力奉献、苦干实干的人，这是一
群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脱贫
事业的人。

他们的奋斗改变无数人的命
运，成就无数人的幸福。

站在领奖台上的他们，璀璨
若星。

以热血赴使命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
的乐曲声中，白发苍苍的中国社
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夏森坐
着轮椅来到领奖台时，台下掌声
雷动。

年逾九旬的夏森 14岁开始
投身革命，1982年离休后，仍心
系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累计捐出
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203.2万
元，用于改善陕西省丹凤县、江西
省上犹县贫困乡村学校的教学条
件，其中100万元设立“夏森助学
金”，目前已资助182名贫困大学
生圆了“大学梦”。

她手捧大红证书，向台下挥

手微笑点头。此时，掌声再次响
起，这是人们对夏森老人最诚挚
的敬意。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制胜法宝。2013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湖南省花垣县双龙镇十八
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身着崭新苗服的十八洞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施金通走
上领奖台，代表全村接过“全国脱
贫攻坚楷模”奖牌时，他的脸上写
满自豪。这种自豪，源于十八洞村
8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8年来，无论是烈日炎炎的酷
暑，还是大雪纷飞的严冬，派驻十
八洞村的扶贫干部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传递着接力棒，以“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勇气，带领村民们一
道修公路、治荒山、壮产业。

满山猕猴桃年年结硕果，农
家乐时时佳客盈门，蜂蜜、腊肉随
着电商走向全国各地……贫困发
生率曾高达56.8%的十八洞村，村
民人均收入从2013年的1668元
增至2020年的18369元。

“这次又见到总书记，我感到
无比光荣的同时也觉得有底气，
因为十八洞村已经甩掉了‘穷帽
子’！”施金通说。

心底无私天地宽，胸有群众
真作为。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
右翼中旗人大常委会主任，科尔
沁右翼中旗蒙古族刺绣产业专项
推进组组长、蒙古族刺绣协会会
长白晶莹，和一批绣娘走进贫困
户家中，带动2.6万名妇女参与蒙

古族刺绣产业；
80多岁高龄的赵亚夫是江苏

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
业合作社研究员，他带着农民干、
做给农民看，村民人均收入从
2003年的2800元增长到2020年
的34000元。

此外，还有同样在脱贫攻坚
战场奉献了青春热血，但却无法
亲临现场见证这一时刻的4位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喀什地区伽师县水利局党组
副书记、局长刘虎，生前为甘肃省
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扶贫办副
主任的张小娟，生前为贵州省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委
书记的姜仕坤以及生前为广西壮
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派驻乐
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
的黄文秀。

……
这是一部由奋斗者书写的脱

贫史。8年来，全国累计选派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
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
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
战在扶贫一线。他们爬过最高的
山，走过最险的路，去过最偏远的
村寨，住过最穷的人家，哪里有需
要，他们就奋战在哪里。

漫天星斗，指引脱贫之路。福
建省寿宁县下党乡党委、陕西省
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青海
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
班彦村……这些获得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的集体，曾经贫
穷落后，在扶贫干部与贫困群众

苦干实干下，旧貌改换新颜。

以行动践诺言

迈着坚定的步子，精神抖擞
地第一个接受表彰，重庆市巫山
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
林感慨万千：“这份荣耀既至高无
上，也让我倍感压力。”

在毛相林心中，这份沉甸甸
的荣誉饱含全体村民的汗水与泪
水，弥足珍贵。

为打破世代闭塞于大山的宿
命，他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
壁上凿出一条出山路；为拔掉穷
根，他倾尽15载光阴，带领村民
种植瓜果，发展特色产业。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
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
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辈人过上
好日子。”昔日的承诺，如今已然
实现：下庄村人均年收入从1997
年仅有 300 元提高到 2020 年超
过1.3万元。

山乡巨变、山河锦绣。正是依
靠发展，贫困根源得以消除。

8年来，年过七旬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李玉
走过山区、到过边陲，把“输血式”
扶贫转变为“造血式”帮扶。通过
矢志不渝的努力，“小木耳”正日
益发展成“大产业”。

先后制定“南菇北移”“北耳
南扩”等食用菌产业发展战略、研
发出300多项食用菌栽培技术、
培育了45个适宜贫困地区应用
的食用菌新品种……依靠种植李

玉团队研发的食用菌，数万贫困
户成功实现脱贫。

守护绿水青山，换来金山
银山。

为了改善自然环境、修复生
态，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几代
人咬定青山不放松。从最初顶风
冒雪、忍饥受冻在坝上造林，到后
来锲而不舍改进造林机械、探索
培育适种苗木，最终将茫茫荒原
变成百万亩林海。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周
边区域乡村游、农家乐、土特产品
加工等产业迅速发展，年社会总
收入达6亿多元，有力推动周边
乡村脱贫致富。

千山万水，千家万户。脱贫攻
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背后，
汇聚了全国的大力支援。这是中
国扶贫的一大特色，更是助力贫
困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农电
工作部就是社会扶贫力量中的优
秀代表。其团队先后建成青藏、川
藏等3条“电力天路”，在世界屋
脊织起一张坚强可靠的“民生网”

“幸福网”“光明网”。
在发挥行业作用的同时，他

们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先后完
成833个易地搬迁扶贫点、4807
个扶贫产业项目配套电网建设
任务，保障搬迁群众1.98万人安
全稳定用电……当地基础设施
和公共服务条件因此得到大幅
改 善 ，4383 名 群 众 就 此 告 别
贫困。

（下转A2版）

早春时节，重庆市梁平区田间地
头的油菜花、李子花、桃花相继盛开，
村民们在花香中开展翻耕、积肥、育
苗、备种等农事活动，到处呈现出一派
繁忙的春耕备耕景象。图为2月27日，
梁平区曲水镇长榜社区八组的村民在
田间劳作。 刘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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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
日电 为引导全社会牢
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
理念，着力推动构建生
态环境治理全民行动
体系，日前，生态环境
部、中央宣传部、中央
文明办、教育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等六
部门共同制定并发布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
者”提升公民生态文明
意识行动计划（2021-
2025年）》。

生态环境部有关
负责人介绍，自 2018
年起，“美丽中国，我是
行动者”主题实践活动
在全国范围已部署开
展三年，倡导社会各界
及公众身体力行，从选
择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的生活方式做起，参与
美丽中国建设。

活动开展以来，公
众参与环境保护渠道
不断拓展，社会共建美
丽中国热情显著提升，
生态文明宣传工作大
格局初步形成。

这位负责人说，同
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环
境污染和生态保护的
严峻形势未根本转变，绿色生活方
式的形成需要一个长期过程，生态
环境舆论形势复杂严峻，信息技术
迅猛发展，对宣传工作提出更高要
求，“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做好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工作依然面临着巨
大压力和挑战。

行动计划从深化重大理论研
究、持续推进新闻宣传、广泛开展
社会动员、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推
动社会各界参与、创新方式方法等
6个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安排，部
署了研习、宣讲、新闻报道、文化传
播、道德培育、志愿服务、品牌创
建、全民教育、社会共建、网络传播
等10大专题行动，培育生态道德
和行为准则，不断增强公民生态文
明意识，倡导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社会
自觉行动。

据悉，六部门将定期对行动计
划实施情况进行督导评估，总结典
型经验，推广成熟模式，为社会各
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榜样示
范和价值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