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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一个熠
熠闪光的时空坐标——

1927年 10月—1930年 2月，江西
井冈山。

在这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中，中国
共产党人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
取政权”的星星之火，也点亮了“坚定信
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
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之光。

那道光，划破苍穹，照亮中国革命的
胜利之路。

那道光，穿越时空，指引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

初心之光

井冈山茅坪乡，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阳光照进天窗，一盏油灯、两本泛黄

的小册子静静陈列，引来游客驻足参观。
9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写下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成为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抚今追昔，回望百年。
许多参观者不禁沉思：“中国的红色

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两个“历史之问”间有何内
在关联？

在井冈山拿山镇，一栋栋百年老屋
里藏着答案——

“焚烧田契债约”“穷人没有饭吃，到
土豪家里挑谷子”……在拿山镇长路村，

一栋栋百年老屋斑驳的外墙上，一条条
红色标语讲述着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峥
嵘岁月。

老屋见证，初心不改。
如今，由老屋改造而成的民宿长塘

古韵引来一批批游客。村里“80后”潘斗
在这当服务员，每月工资2300元，家里
老房子出租还有一笔收入。“不少村民在
这里打工，既可养家又能顾家。”她说。

长路村村支书刘足华说：“现在，老
百姓走的是平坦路，住的是安全房，用的
是卫生厕，喝的是干净水，过上了祖辈梦
寐以求的生活。”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条长长的
展廊上书写着答案——

“牺牲个人，言首泌蜜（严守秘密），
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
（纪），永不叛党。”展廊上，一份写有6个
别字的入党宣誓书引人注目。写下誓词
的是井冈山老区贫苦农民贺页朵。

新中国成立后，贺页朵的两个孙子
先后参军，其中一人在战斗中牺牲。牺牲
前，他写下家书：“现在我就要临近战斗，
在战斗中我一定要英勇杀敌……生为祖
国人民而战斗，死为祖国人民而献身。”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
会熄灭。穿越百年，一代代共产党人化身

“追光者”，前赴后继、顽强奋斗，夺取一
个又一个胜利。

在井冈山茨坪林场，一副对联上书
写着答案——

春节前，茨坪林场白银湖村，邱冬华
父子在家门口喜庆地贴上新对联。

上联：“脱贫全靠惠民策”；
下联：“致富迎来幸福春”；
横批：“共产党万岁”。
90多年前，共产党人在井冈山打土

豪分田地，邱冬华的曾祖父邱启山也曾
写下一副对联：

上联：“分田不忘共产党”；
下联：“幸福牢记毛委员”；
横批：“共产党万岁”。
一户人家，两副对联，跨越时空，见

证初心与民心。
“秉持为民初心，赢得民心所向，这

是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共同答案。”中
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柯华说。

思想之光

井冈山，油灯广场。
一座书本状石雕上镌刻着：“在四围

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
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
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将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
合、走符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伟大探
索，点亮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之光。

在那道光指引下，一代代共产党人
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井冈山，两件宝，历史红，山林好。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大

潮涌起，五百里井冈风雷激荡，以日用

陶瓷为主的工业快速发展，高峰时产
值占GDP“半壁江山”，但污染也随之
而来……是一味追求GDP，还是走更合
乎“山情”的路子？

经过调研，一个“旅游兴市”的战略
被提出。

改善基础设施、加快景区建设、推广
旅游品牌……革命圣地逐渐变身旅游胜
地，获评2020中国旅游百强县，以旅游
为主的服务业占GDP“半壁江山”。

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道路越走
越宽——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
司，只见一块块LED巨屏上流光溢彩。

“我们依托XR技术生产虚拟拍摄用的
LED大屏，产品被用在许多热播剧中。”
公司负责人闫颖昊说。

驱车穿行井冈山，智能物联网产业
园、新经济产业园、智慧仓储物流园……
一个个新产业园兴起。

井冈山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中心、
浙赣合作总部基地、井财基金小镇……一
个个新发展平台诞生。

从旅游业“一业独大”到全域旅游、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三轮驱动”……进
入新阶段，井冈山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继往开来，昂首前行，道路越走越
自信——

民房变客房、牛栏变咖啡屋、靠锄头
变靠锅铲……三年前，当斯维登集团投
资数千万元在井冈山龙市镇大仓村发展
精品民宿时，很多人并不看好，如今这里
经常一房难求。 (下转2版)

值班编委 赵青

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第5254期

近
年
来
，浙
江
省
建
德
市
航
头
中

心
幼
儿
园
充
分
利
用
当
地
资
源
开
设

乡
土
编
织
坊
，积
极
传
承
传
统
手
工
文

化
，
培
养
孩
子
们
的
动
手
动
脑
能
力
。

图
为4

月8

日
，
幼
儿
园
的
孩
子
们
在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
用
稻
草
、小
麦
秆
等

材
料
学
习
手
工
编
织
。

宁
文
武
摄

那道光，划破苍穹穿越时空
——来自“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的精神之光

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意义，正如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
国实践》白皮书所说，就是走出了一条
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
新的路径。

贫困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
曾经是全球贫困规模最大、分布范围最
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国家。从翻身解放
到解决温饱、从基本小康到全面小康，
70 多年来中国以自强不息的发展加快
了全球减贫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
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
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

成绩令人鼓舞，经验尤为宝贵。
实践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是消除贫

困的根本动力。减贫是一项具有开拓性
的艰巨工作，实现减贫目标，领导人的
情怀、意志和决心至关重要，执政党担
负起对人民的责任、发挥主导作用、汇
聚各方力量至关重要，保持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成立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
人民与贫困作斗争，执掌全国政权后
更是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
置 ，动 员 和 凝 聚 起 各 方 力 量 投 身 其
中。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
践推进减贫进程，同样是在实践中探
索出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主要
通过社会制度变革和大规模社会主义
建设减缓贫困；改革开放后，主要通过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带动减
贫；进入新时代，在继续坚持开发式扶
贫的同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中国立
足本国国情，科学制定减贫标准、目
标、方略，不断创新减贫理念、方法、手
段，最终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
民群众。

中国减贫经验属于中国也属于世
界。期待未来中国与各国加强减贫交流
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
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
4月8日电 4月8
日，中宣部、中央
文明办、全国妇
联在京召开推进
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座谈会。中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中宣部部长、
中央文明委副主
任黄坤明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
要以《习近平关
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论述摘
编》出版为契机，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大力
加强家庭文明建
设，广泛弘扬社
会主义家庭文明
新风尚，汇聚亿
万家庭的力量奋
斗新时代、奋进
新征程。

黄坤明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深刻阐
明了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的重大意
义、目标任务和实
践要求，是我们做
好工作的根本遵
循。要从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传
承红色基因、加
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高度
加深认识、提高
站位，增强推进
新时代家庭文明
建设的责任感使
命感。

黄坤明强调，
加强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要聚焦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这
个根本任务，大力

传承红色家风，抓好青少年品德教育，深化文明
家庭创建，推动全社会树立新时代家庭观。要引
导党员干部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养分，崇德
治家、廉洁齐家、勤俭持家，以醇正的家风涵养
清朗的党风政风社风。要加强组织协调，动员
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形成共建家庭文明的良好
局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沈跃跃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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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践为人类减贫探索新路径
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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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计划招

聘特岗教师8.4万余名

◎我国明确四项举措推

进网络提速降费

◎应急管理部：全国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进入集中攻坚阶段

◎多家机构签署《网络

版权保护与创新“马栏

山宣言”》

标题新闻

我国在线旅游消费总额
已达万亿级

新华社郑州4月7日电（记者 余俊杰）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4月7日发布的《全国“互联
网+旅游”发展报告（2021）》显示，春节期间全国
景区接待预约游客的比例高达60%，平时也达
40%到50%，在线旅游消费总额已达万亿级。

全国“互联网+旅游”发展论坛暨2021河
南智慧旅游大会4月7日在郑州举行。会上发
布的此份报告指出，“互联网+”已成为大众旅
游的新场景、智慧旅游的新动能，万物互联的
数字时代将加速旅游业的生态融合和业态创
新，为旅游管理和营销智慧化带来更多可能和
更多机遇。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杜江在论坛致辞中
表示，“互联网+”正在成为推动旅游业转型升
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旅游业数字化
转型发展趋势正在加速。

杜江说，加快推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为特征的智慧旅游发展，需要主动融入新型智慧
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打通数据孤岛；以提升便
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为导向，引导旅游公共服
务模式创新，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开发专门的
应用程序和界面；加快推进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让文化和旅游资源借助数字技术“活起来”。

据悉，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十部门去年11月30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

“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提出优化“互联网+旅游”营商环境，以数
字赋能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将会同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
跟踪分析和协调指导，协同深化“互联网+旅
游”，加快推进智慧旅游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