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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淡的糨糊味、清脆的锤击
声、细微的翻纸声……走进教
室，如同来到一个手工作坊，时
间也仿佛放缓了脚步。这是江苏
省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的
纸质文物修复课课堂，20 多名
文物修复与保护专业四年级的
学生正在上课。为何课程设置和
教学形式如此特别？这要从学校
的另一个名字说起：南京非物质
文化遗产专业学院。（A3版）

在这里，年轻人爱上古籍修复

因为祖辈的一句叮咛，她
放弃去往城市的机会，坚守在
东固大山44年，心甘情愿当一
名普通的红色讲解员；因为一
颗爱党爱国的心，她满怀热忱，
用娓娓动听的讲解服务400万
余人次，将东井冈红色历史文
化传扬开去……她就是“江西
好人”——夏淑英。 （A4版）

夏淑英：一句叮咛重千斤
终生坚守为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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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的开展，熟悉
的旋律不时萦绕耳畔。历经岁月
的洗礼，这首红色歌曲至今仍广
为传唱。人们从歌声中感悟信仰
力量，激扬奋斗热情，唱出了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
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
的历史必然，更唱出了对我们党
一如既往的拥护和“永远跟党走”
的坚定信念。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组织开展“永远跟党走”群众
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强
调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

民好的时代主旋律。
“永远跟党走”，源于不变的

初心。“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
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生动的民
间歌谣，饱含着革命战争年代人
民踊跃支前的热情。江西瑞金华
屋村红军祠主墙上，镌刻着“永
远热爱党、永远跟党走”十个大
字，洋溢着摆脱贫困、逐梦小康
的喜悦，表达着村民对新时代最
真挚的情意。百年征程波澜壮
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党
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
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
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
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正因为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永远跟党走”，蕴含人民的
伟力。回望历史，淮海战役的胜
利，是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
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
用小船划出来的；热火朝天的社
会主义建设，是老百姓撸起袖子
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
业，是亿万人民满怀激情创造出
来的……正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
始终坚定“听党话、跟党走”，风
雨无阻向前进，我们才能凝聚起
强大的奋进力量，迎来从站起
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

跃。最伟大的力量源于人民，有
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
就有了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底气。14 亿中国人民听党指挥、
团结一心，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
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

“永远跟党走”，吹响接续奋
斗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
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
够无往而不胜。”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在这
样的时间节点上庆祝党的百岁生
日，就是要通过百年的辉煌成就、
党群鱼水情深的故事，激发全体
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
情，进一步凝聚开拓奋进、攻坚克
难的力量。各地以此为契机，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创新方式方法，多

用群众喜欢听、听得进的语言，多
建群众爱参与、能参与的平台，组
织开展各类特色鲜明的活动，把
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
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就
能让人们产生情感共鸣，自觉将
热情转化为“听党话、跟党走”的
实际行动。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
华。讲好百年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我们就一定能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凝心聚力，以昂扬姿
态奋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不断书写新的历史、
创造新的辉煌。

新华社北京4月25
日电 全国妇联日前作
出决定，授予中国航天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
总体设计部导航卫星在
轨管理项目办总指挥杨
慧等 10 人以及中国科
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贺丽生全国
三八红旗手称号，授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一院 18 所一事业
部6室电液伺服系统设
计组等5个集体全国三
八红旗集体称号。

决定指出，在北斗
三号系统的研制建设工
作中，涌现出一批表现
卓越、事迹突出的女科
技工作者，她们坚持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勇
于创新创造的雄心壮
志，奋力投身铸大国重
器、挺民族脊梁、立时代
新功的生动实践，攻克
了一大批核心和关键技
术，创新了卫星组批研
制生产模式，为北斗三
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
成作出重要贡献，充分
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女性
胸怀祖国、自强不息、艰
苦奋斗、顽强拼搏的精
神风貌。

决定中说，贺丽生
长期致力于海洋生物特
别是深海生物的物种分
类、进化、环境适应机制
及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等
方面的研究，对深海宏
生物的研究填补了我国
深海生物的分子机制研
究空白。她不畏艰险，先
后搭乘“蛟龙”号、“深海
勇士”号、“奋斗者”号载人深潜器
下潜到深海及深渊多个作业区，是
中国首位下潜深度超过10000米、
到达挑战者深渊底部的女科学家。

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女科技工
作者以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集
体为榜样，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把个人理想自
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坚定创新自
信，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锐意创新创造、勇
于追逐梦想、矢志艰苦奋斗，不负
韶华、砥砺前行，努力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
作为、贡献新力量，以优异成绩献
礼党的百年华诞，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
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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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吹响接续奋斗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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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省河
西走廊东北部，有一片中国最“倔
强”的绿洲——她和沙漠掰了70
年手腕，成功阻挡巴丹吉林沙漠
和腾格里沙漠“握手”；她扎紧“水
袋子”，扼住沙魔的喉咙，甩掉了

“第二个罗布泊”的帽子；她秉承
着生态文明理念，用坚韧和探索
践行“两山论”，让沙漠长出“绿色
奇迹”。

这，就是民勤。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着重指出，“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
个‘沙’字”。一字之增的背后，
是我国生态治理系统的不断完
善，更是对画好“山水画”、描摹

“田园美”的不懈追求，这也是
绿洲民勤用“倔强”践行的生态
密码。

两大沙漠说：“握个手”
民勤：“且慢”

民勤北部沙漠边缘的西渠镇
号顺村，一块“关井压田封育区”
地图指示牌竖立在路边。一旁，一
块半人高的石板硬生生斜插进沙

地里，上面枣红色的圆圈围着一
个斑驳而粗壮的“关”字，日光照
耀下，像凝固时间的日晷。

村民马占明路过，拉着笔者
讲述起石板下的故事。

青土湖，是石羊河的尾闾
湖，离号顺村十几公里，被称为
防止腾格里沙漠与巴丹吉林沙
漠合拢的“水门关”。20世纪 50
年代，由于水资源遭到过度开
发，发源于祁连山、维系绿洲存
亡的石羊河流入民勤的河水不
断减少，1959 年青土湖彻底干
涸，形成了13公里的风沙线。巴
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在这
里呈“握手”之势。

马占明说，艰苦的生存环境
逼迫许多人离开故土，“绝不成为
第二个罗布泊”是民勤人那时唯
一的心愿。

治沙先治水。
2007年，国家启动对石羊河

流域重点治理规划，迈出拯救民
勤绿洲的重要一步。民勤也借此
契机推行史上最严控水措施——
关井压田和水权分配。

“用了近6年时间，扎紧了用
水总量的‘水袋子’。”民勤县水务
局副局长魏多玉介绍，全县永久

封井3018眼，永久压减配水耕地
44.18万亩，按照每亩用水500立
方米计算，仅此一项，每年农业节
水2.2亿立方米。

马占明也从那时看到了奇迹
和希望：青土湖地下水位有所上
升，干涸 51年后渐渐从沙漠中

“苏醒”，沙漠边缘甚至有7口被
封掉的井自流成泉。

现如今，青土湖波光粼粼，成片
芦苇随风摇曳，水中鸟儿嬉戏……
水面已达26.7平方公里，形成旱
区湿地106平方公里，阻隔了腾
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合拢。
青土湖像一片绿色的肺叶，阻挡
着沙魔，也滋润着这里的人。

如果不是笔者问起，马占明
甚至已经淡忘，这块矗立风中的
石板下面曾有一口井。历史的眼
眸回望，关井压田的石板投在地
上的阴影仿佛只转了一个刻度，
而民勤和周边的沙漠，活了。

哪种治沙方法最牢靠？
民勤：“坚韧不拔”

风，是用胸膛挡住的；
沙，是用脚印盖住的；
树坑，是用指甲抠开的；

树木，是用汗水浇活的。
一首诗写尽老一辈民勤人治

沙精神。
20世纪 50 年代，治沙英雄

石述柱就带领全村的男女老少，
推着独木轮、木轱辘大车运送黏
土，一寸一寸往高高的沙丘挪动。
布满老茧的肩头、满含热泪的双
眼，都曾是民勤人治沙记忆最鲜
明的注脚。

今天，问及接过他们治沙铁
锹的年轻一代，治沙信念是什
么？回答则是：“我在沙漠有棵
梭梭。”

今年春季刚至，在甘肃省民
勤县境内的腾格里沙漠，上千名
义务治沙的干部群众在巨网般的
麦格方田里，一锹土、一桶水……
不断向大漠深处迈进。

“三埋两踩一提苗”，是民勤
人在长年累月的治沙实践中总结
出的“绝招”。志愿者们在草方格
中挖开一个约40厘米深的坑，然
后将梭梭苗插入含水土层中，再
覆上土用脚踩实，如此循环一次
再覆上土。

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
使命，由此开始。

这信念背后是几十年、无数

人的众志成城织就。
党和政府一次次扶持民勤，

大批国家林业工程相继实施、
民勤防沙治沙被列入财政预
算、民勤被划入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民勤防沙治沙获得源源
不断的发展动力。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的科研团
队扎根民勤60余年，首创黏土沙
障固沙技术，成功引种樟子松、野
生沙葱等更多适宜民勤环境的沙
生植物……这些研究人员集成研
发的多项关键技术让治沙绽放更
多科技之光。

2006年民勤第一个环保公
益组织成立，全国各地多个企业、
协会共同致力“拯救民勤”；借助
公益平台，全国民众为民勤植树
奉献聚沙成塔的力量；澳门师生
曾 连 续 7 年 捐 款 为 民 勤“ 添
绿”……如今有249个公益团体
坚守在民勤，守护的力量浸透着
每一片绿。

目前，民勤县压沙造林面积
达到100.9万亩以上，在408公里
的风沙线上建成长达300多公里
的防护林带，全县森林覆盖率由
20 世纪 50 年代的 3%提高到
18.21%。 (下转A2版)

用团结奋斗的大手，阻止两大沙漠“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