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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实行禁止垂钓

新华社北京 4月
15日电 为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
承，教育部组织开展

“网上重走长征路”党
史故事百所高校接力
讲述活动，在高校掀
起党史学习热潮。

这一活动自3月8
日启动，鼓励师生用
好学校中蕴含的丰富
党史资源，通过微视
频等形式，多维讲述
党史人物故事与自身
感悟，并进行全网接
力。据统计，截至4月
14日，已有61所高校
开展接力讲述。相关
视 频 播 放 量 为
5189.97万。全网关注
量为 1.85 亿，网民评
论数18.3万。

活动中，北京大学
讲述革命先驱李大钊
的故事，追寻烈士的
壮丽人生；华东师范
大学讲述新四军老战
士的故事，感受英雄
的奋勇无私；吉林大
学讲述黄大年的故
事，感悟模范的炙热
初心。

高校还结合“文物
切入”“旧址探访”“书
信朗读”等多种形式，
讲述红色故事。清华
大学从校史馆中的金
色铸铜半身像开篇，
讲述老校长蒋南翔唯
实求是、献身党的教
育事业的故事。四川
大学走进“江姐纪念
馆”，讲述她的感人事
迹。山东大学以“动
画+图文”的新形式，
展现华岗、成仿吾两
位校长翻译《共产党
宣言》的传奇。

先辈的感人故事
与青年的生动讲述，
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点
燃时代青年激昂力量的隔空对话。
上海交通大学以年轻学子与老学
长之间跨越时空的对白，探寻钱学
森的初心之路。复旦大学《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
队员，将老校长陈望道追寻真理的
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中国人民大学
讲述人、话剧《吴玉章》扮演者桑春
雨带领人大学子来到吴玉章老校
长的展厅和雕塑前，立志做新时代
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
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党的十八
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
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组织实施
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
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
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成了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
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脱贫攻坚精神。2021年4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
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
强调，全党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乘势而上，接续奋斗，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这一重要指示阐明了东西部
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战略意义
和任务要求，为我们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提供了基本遵循，更进一步激发
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投身乡村振
兴的豪情壮志。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汇聚乡
村振兴发展力量。中国共产党是
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
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只有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形成乡村振兴的共同意志、
共同行动。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
使，省市县乡村拧成一股绳，就一
定能汇聚起无往不胜的磅礴力
量。完善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拓
展帮扶领域，健全帮扶机制，优化
帮扶方式，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
补、劳务对接、人才交流，动员全
社会参与，形成区域协调发展、协
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推进乡
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精准”是脱
贫攻坚的制胜法宝。推进乡村振
兴，仍然离不开“精准”二字。广大
党员干部要坚持因地制宜，结合
各村的原有基础、资源禀赋和发

展潜力，充分尊重乡村发展规律
和群众现实所需，重视规划先行，
强化分类指导，加强分层推进，探
索多元化发展路径。同时，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把精准务实的脱贫
攻坚精神发扬在基层治理、产业
振兴、生态扶贫等工作上。创新是
发展的第一动力。推进乡村振兴
要向创新要动力，依靠科技创新
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科技等新兴
科技创新成果，可以通过科技下
乡、产学研合作等技术转移模式，
更广泛、更深入地应用到农村，提
升农业生产效率。同时，坚持业态
创新，支持完善休闲农业和农村
农业电商发展，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培育壮大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乡村振兴
提供动力源。此外，还须协同推进
商业模式创新、制度创新、教育创
新、金融创新等一系列创新，通过
全面创新来推进乡村振兴。

攻坚克难，不负人民，踏上乡
村振兴新征程。“治国之道，富民
为始。”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只有激
发出人民群众的内生智慧和力
量，才能为我们的伟大事业注入
不竭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
要始终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就一
定能形成乡村振兴共建共享的良
好局面。乡村振兴是为了实现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以人
民是否满意作为检验乡村振兴成
效的标尺，突出民主参与，坚持民
意导向，把人民群众的所需、所
盼、所求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
具体措施，激发人民群众投身乡
村振兴事业的无限热情。保持人
民立场，要牢记“担当”二字。脱贫
攻坚全面胜利，是数万扶贫干部
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贫困群众
想在一起、过在一起，干出来的。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
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

这条路不好走，遇到的艰难险阻
只会更多，领导干部要敢担当、敢
作为，擦亮奋斗底色，坚持真抓实
干，踏上乡村振兴新征程。

回顾过去，“勇气、远见、责任、
担当，坚定不移、顽强不屈……”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上
记录着的这些词语，诠释着中华
民族的精神宝藏——伟大的脱贫
攻坚精神。展望未来，我们正在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历史宏愿而奋斗。大力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征程中，辛勤耕耘，勇往直前，我
们就一定能够“办成更多像脱贫
攻坚这样的大事难事，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干成一番新事
业，干出一片新天地。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段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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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盒里的红军服

我们的价值观·精神的力量

1981年5月，王建刚父

亲的病情愈发严重。一天傍

晚，父亲让王建刚背着他去

王坪烈士陵园看一眼。

在太阳的余晖中，两个

人肩并肩地坐在陵园的台

阶上，原本因病情而说话吃

力的父亲突然有了几分精

神：“我可能日子不长了，这

里埋的是我们的恩人，你要

替我守下去，让子孙后代都

不要忘恩、不能忘本……”

面对父亲的嘱托，王建刚郑

重地点了点头。父亲当晚离

世，他身上盖着的，是当年

红军战士留给他的一件军

服和一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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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
园（原王坪烈士陵园）位于四川
省巴中市通江县沙溪镇王坪村，
25048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是
全国规模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
也是全国唯一由红军战士亲手
为战友修建的烈士陵园。

王建刚今年69岁，是王坪村
村民，他的父亲王成现，便是修
建墓园时的见证者之一。

1934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搬迁到王坪，主要负责红军伤病
员的医治。当时战事频繁，缺医
少药，很多伤病员因伤情恶化牺
牲。为缅怀曾为创建和保卫川陕
革命根据地而牺牲的广大红军
烈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
在医院旁修建一座红军烈士墓。
同年冬，王坪烈士陵园正式落
成，当时集中安葬了红军烈士
7800多名。

那个时候，年幼的王成现加
入了儿童团，负责看护伤员、站
岗、放哨和送信。

王建刚小时候就常听父亲提

起，当时父亲照料的一名伤员因病
情恶化已无法说话，他告诉记者：

“有一次，伤员用手指了指身边的
红军帽子和衣服，又指了指我父
亲，意思是把衣服送给他，让他也
去当兵。”

王成现加入红军后，先是在
后勤部，后调入通讯班。1935年
2月底，红四方面军奉命策应中
央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
西渡嘉陵江，开始战略大转移。

“我父亲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参加长征。”1935年 4月的一
天，王成现接到任务前往距王坪
70里外的毛浴去送信，等他赶回
来时，部队已经离开王坪了。

没能参加长征，王成现回家
哭了一晚上。王建刚说，后来父亲
常到陵园扫落叶、清杂草，成为最
早的守墓人。

新中国成立后，王成现坚持
每天到陵园打扫，直到病情沉重
不能下地。而红军烈士送给他的
衣服和帽子，也一直被珍藏在家
中一个木盒子里，谁也不能碰。

小时候，王建刚的父亲就常
带着他为烈士扫墓，有时也讲红
军的故事。

“当时红军受伤惨重，医疗条
件有限，很多战士的伤口溃烂也
硬挺着。”王建刚还记得，父亲在
说起当年红军所受的苦难时常会
落泪，也总会提醒他要感恩。每次
来到陵园，即使是墓园地上的一
片落叶，墓碑旁的一根杂草，都被
父亲清理得干干净净。

清扫落叶枯枝、清除杂草、
擦拭墓碑……父亲去世后，王建
刚正式接过了他手中的扫帚，成
为红军烈士陵园的第二代义务
守墓人。他手持扫帚、肩挎背篓，
日复一日地守护着这里。“夏天
五六点起床到陵园，冬天七点过
开始打扫，扫完已过了中午。”王
建刚说，有时候忙到下午一两
点，就把早上带去的干粮就着水
杯里的水，吃一顿简单的午餐。

一年四季，王建刚风雨无阻
地默默守护着这里，他离开陵园
最久的一次，是在20多年前。

那年，王建刚的手脚先后不
慎受伤，左手仅剩一指，左腿落下
残疾，走路不便的他常常走上十

多分钟就得休息。那次受伤后，他
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又再次来
到了陵园。从那时起，他的背篓里
多了一根拐杖。“只要走得动，我
就去。”回忆起受伤的日子，王建
刚说。

2012年，由于陵园扩建，王
建刚一家从陵园附近搬到了王
坪村的聚居点，去陵园的路程一
般人要走20多分钟，而对于腿脚
残疾的他来说，需要花费近一个
小时的时间。家人觉得王建刚的
身体情况已不再适合守墓，但他
依然坚持兑现对父亲的承诺。

2012年4月，分散在通江县
各地50处 17225具红军烈士遗
骸全部迁葬川陕革命根据地红
军烈士陵园，改扩建后，这里共
安葬红军烈士25048名，成为全
国安葬红军烈士最多的红军烈
士陵园。

陵园几百米外，王建刚的父
亲就安葬在这里。2012年 5月，
改扩建的烈士陵园开园后，他来
到父亲墓前，敬上了三杯包谷
酒，自己也坐在墓前喝了三杯，
嘴里喃喃道：“周边多年的战友
终于集结‘归队’了。”

不负父亲的嘱托

“我们都是烈士的后人”

王建刚在打扫陵园王建刚在打扫陵园

王建刚和儿子在陵园王建刚和儿子在陵园

多年来，无论怎样的困难都
无法阻止王建刚守护这片墓地，
他告诉记者，他的这份坚持，是对
父亲的承诺，但又不仅仅如此。

“1982年12月的一天，几十
名红军老兵来到陵园，他们列队
站在墓碑前，齐声大喊‘兄弟姐
妹们，我们来看你了’。他们不断
呼唤战友的名字，反复摩挲擦拭
着墓碑，那悲痛的哭声像针一样
扎进了我的心里。”王建刚至今还
记得，这群白发苍苍的老兵，每人
端起一杯酒，依次洒在烈士墓碑
前，老兵们眼中流露的思念，让当
时在一旁的王建刚眼泪止不住地
往下掉。有的红军后代来的时候
带的是家乡的一瓶水，走的时候
捧走了坟上的一抔土……在陵园
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让他更加
明白父亲守护红军烈士陵园的
初衷。

“红军的恩情我们要时刻铭
记在心，永远不能忘记，要一代
一代地把红军精神传承下去，发
扬光大。”王建刚说。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本来身

体就有残疾的王建刚走路越来
越吃力了。“2012年陵园扩建后，
我们优先把王老纳入陵园内的
公益性岗位，直至2017年他正式
退休。”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
士纪念馆馆长薛元勋说，王建刚
的坚持让人敬佩，他为陵园留下
了一份精神传承，也刻下了一段
历史见证。

王建刚退休时，在外务工的
小儿子王君培回到老家，接过了
他手中的扫帚，成为陵园第三代
守墓人。

虽然退休了，但闲不住的王
建刚总跟着小儿子去扫墓。打扫
好陵园后，他还常常义务为前来
缅怀革命先烈的人们讲述红军
故事。“在陵园的时间久了，早已
把烈士们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们
就是他们的后人。”

4月13日下午，绵阳市的一
批党员干部来到陵园缅怀先烈，
作为红色宣讲员，王建刚又一次
讲起了父亲为他讲过的红军故事
以及父亲的故事，情至深处，不少
听众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