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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以来，广东省肇庆市端
州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点）为阵地，以服务大众为出发
点，开展系列便民惠民的新时代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提高群
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A3版）

肇庆市端州区：志愿服务暖人心
便民惠民零距离

今年秋季学期，是义务教育
学校全面落实“双减”要求的第
一个学期。最近一段时间，教育
部明确提出系列要求，国家新
闻出版署也发布通知，严格限
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
务的时间。这些举措有何意义？
如何落实？能否给新学期带来
新气象？ （B4版）

新学期要有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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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滔滔，各地告急。1998
年大洪水，来势之猛，持续之久，
史上罕见。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
全国军民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
概，降服了洪魔，赢得了抗洪斗
争的伟大胜利，形成“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
洪精神。

众志成城壮歌铸造丰碑

江西九江，长江之畔，九八抗
洪纪念碑巍然矗立。纪念碑不远
处，是一座长80余米的驳船造型
建筑——九江抗洪纪念馆。纪念馆
所在地，正是当年长江九江城防大
堤第四至第五号闸口决口处。

馆内一件件实物、一帧帧影
像、一幅幅照片，静静地诉说着
23年前那场惊心动魄、感天动地
的九江保卫战。

1998年入汛后，全国大部分
地区降雨偏多，部分地区出现持
续性强降雨，一些地方遭受严重
洪涝灾害。长江发生了1954年以
来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先后
出现8次洪峰，宜昌以下360公
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水位长
时间超过历史最高纪录，沙市江
段曾出现45.22米高水位。

几乎同时，嫩江、松花江发
生超历史纪录特大洪水，先后出
现三次洪峰。珠江流域的西江和

福建闽江也一度发生大洪水。湖
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黑龙
江、吉林、内蒙古等省区沿江沿
湖的众多城市和广大农村受到
严重威胁。

党中央一声号令，广大军民
万众一心，打响了一场抗击自然
灾害的特殊战争。受灾省区广大
干部群众同前来支援的解放军
指战员、武警官兵一起，团结奋
战，力挽狂澜，同洪水进行了惊
心动魄的殊死搏斗，终于确保了
大江大河大湖干堤安全，确保了
重要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安全，
确保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
民战争。人民子弟兵共投入 30
多万人，地方党委和政府组织调
动了 800 多万干部群众参加抗
洪抢险……投入人员之众、物资
之多，为人类抗洪史上所罕见。

1998年长江流域大水，大部
分江段水位超过了1931年。1931
年，长江干堤决口350多处，武汉
三镇被淹3个多月，沿江平原、洞
庭湖区和鄱阳湖区大部分被淹，
死亡14万多人，灾区哀鸿遍野，
民不聊生。而98之夏，万里江堤
巍然屹立，沿江城市秩序井然，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形成鲜明对照。

党群同心 拼搏赢得胜利

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各级党
组织充分发挥领导核心和战斗堡

垒作用。广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
陷阵，成为抗灾军民的主心骨。

“洪水不退，我不离堤！”1998
年洪水来袭时，时任九江市新港
镇江矶村党支部书记陈申桃发
誓。新港镇益公堤，扼守着江西九
江东边门户。陈申桃和乡亲们在
堤上一起奋斗了3个多月。

2020 年，我国遭遇 1998 年
以来最严重汛情洪水，已经退休
的陈申桃依然选择守护益公堤，
和儿子陈建一起上阵。在陈申桃
带领下，陈建所在的九江市濂溪
区退役军人防汛抗洪党员突击
队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到党和
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与洪
魔进行殊死搏斗！”

面对新的特大洪水的巨大威
胁和考验，灾区广大干部群众，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
公安干警，齐心协力，团结拼搏。
全国人民体现了强大凝聚力，成
为抗洪抢险一线军民的坚强后
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感
人故事，“全国一盘棋”的大支
援、大协作，充分彰显了社会主
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长江岸边，出现一幕幕动人
场景——

1998 年 9 月，九江江新洲
南堤的安置大棚里，一个女娃
呱呱坠地，父母给她取名“志
江”。在洪灾中出生的志江，
2020 年刚大学毕业，二话没说
便扛起铁锹上了大堤。在汛情

最吃劲的日子里，当地共回来
4000多位青壮年。

伟大的抗洪精神，代代相传。

提升能力实现“安澜”“安居”

二十三年过去，山水换新颜。
九江长江“最美岸线”、吉安

百里赣江风光带、景德镇昌江百
里风光带……在江西，一个个充
满诗情画意的生态“新地标”不
断涌现。

1998 年大洪水，特别是长
江中下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
害，除气候反常、降雨集中等原
因外，也暴露出长江上游生态
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中下
游河道淤积、泄洪能力减弱，不
少江段堤防薄弱、防洪标准低
等问题。

1998 年大洪水后，国家加
大投入，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
河大湖治理，提高防洪标准。长
江中上游地区大力开展水土保
持综合治理，实行封山育林，防
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中
下游地区干堤建成高标准防洪
堤，清理河障，禁止围湖造田，恢
复河道行洪能力；对过度开垦、
围垦的土地，有计划地还林、还
牧、还湖；开展以堤防建设为重
点的防洪工程建设，长江干堤得
到全面加高加固，主要支流堤防
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区等堤防陆
续加高培厚。特别是三峡工程建

设完成，在拦洪错峰中发挥了显
著作用。

水利建设是安民兴邦的大
事，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
的长远大计。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
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将防汛
救灾和治河治江治湖作为考察
重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
族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
累了宝贵经验，我们还要继续
斗下去。这个斗不是跟老天爷
作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
自然和谐相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
视完善防洪体系，不断提高防汛
抗洪、防灾减灾能力。正是得益
于此，以及大力传承、弘扬伟大
抗洪精神，我国成功应对了2013
年东北地区嫩江、松花江、黑龙
江大洪水和2016年长江、太湖等
流域大洪水；2020年，又一次战
胜了特大洪水灾害，最大程度保
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
着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随
着抗御自然灾害现代化能力的
日益提高，中国的治水理念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正
向着江河安澜、人民安居的目
标迈进。

（新华社王立彬余贤红）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不怕困难顽强拼搏
——抗洪精神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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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

石乡大湾村地处大别山腹

地，距离县城 60 多公里，曾

是全县 71 个重点贫困村之

一。2015年7月，安徽省第六

批选派帮扶干部余静从金

寨县中医院来到了这里，成

为大湾村党总支第一书记，

这一干就是6年多。

6 年多来，余静信守“大

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决不

撤岗”的承诺，一直为大湾

村村民的美好生活奔波着。

她带领村民搞养殖 、建茶

厂、发展旅游，让昔日的“贫

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

“美好乡村”。

如今，大湾村的村民用

上了自来水，住上了小洋

楼，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

环境变美了，腰包也“鼓起

来”了。而余静依然驻守在

大湾村，用苦干实干践行着

对党和人民的承诺，继续在

乡村振兴的征程上奋斗。今

年 7 月，余静入选第八届全

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坑坑洼洼的路面，低矮破旧
的房屋……2015 年 7 月，余静
第一次走进大湾村时，便被这
里的贫困深深地震惊了：“入目
的景象让我顿时感到肩上的担
子重了。”

据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
回忆，第一次见到披着头发、蹬着
坡跟鞋、穿着防晒服的余静时，她
心里犯起了嘀咕：“这一看就是个
城里姑娘，在咱们这穷乡僻壤生
活，能行吗？”

很快，余静用实际行动打消
了所有人的顾虑。余静收起了防
晒衣，换上了大草帽，走遍全村
37个村民组、242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不叫苦不叫累，找穷根寻对
策。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
拉近了余静和村民的距离。2015

年8月，受台风“苏迪罗”影响，大
湾村夜里山洪暴发、河水猛涨，
40多户村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
重威胁。余静没有丝毫犹豫，和5
名班子成员一起蹚着齐腰深的洪
水，挨家挨户拍门呼叫，帮助大家
转移到安全地带。“这丫头能吃
苦，关键时刻冲得上！”暴雨过
后，何家枝对余静有了新的认识，
被救的村民也对这个城里来的书
记产生了好感。

2016年4月24日，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大湾村考察脱贫工作，
并在大湾村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座谈会，余静和几位村民代表
得到习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那
天，总书记沿着山路乘车来到我
们村，顾不上休息，就接连走访了
5家农户。”当时，作为大湾村党

总支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队长
的余静向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承
诺：“大湾村一户不脱贫，我坚决
不撤岗！”

几年来，余静一天也没有忘
记自己的诺言，始终坚守在这个
大山深处的村庄。易地扶贫搬
迁、光伏发电、小额扶贫贷款、健
康扶贫、教育扶贫、政策兜底扶
贫……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
干部的积极奔走下，大湾村村民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安置房，水泥
路联组到户，传统茅厕提升改造
为干净的公共厕所。村里还新建
了村卫生室、幼儿园等，文体活
动广场、路灯、绿化等配套设施
建设同步跟进，大湾村村民在偏
远的山区过上了美好新生活。

(下转A2版)

勇挑重担 村民过上新生活

美丽的大湾村美丽的大湾村

余静带领村民种茶树余静带领村民种茶树

新华社北京
9月7日电 近日，
中央文明办、民政
部、退役军人事务
部联合印发《关于
加强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工作的指
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对做
好退役军人志愿
服务工作的指导
思想、工作原则、
目标任务、保障措
施等内容进行了
明确，旨在推动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
工作深入开展，引
导广大退役军人
自觉践行“若有
战、召必回”的使
命担当，努力在服
务国家、奉献社
会、凝聚群众中提
升思想境界、激发
奋斗精神，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贡
献力量，全面打造

“中国退役军人志
愿服务”品牌。

《意见》要求，
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工作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退役军人
工作重要论述，着眼传承人民军队
优良传统，培塑志愿服务精神，发
挥退役军人优势，自觉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意见》强调，“十四五”时期，
要重点依托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机
构组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逐步
实现全域覆盖、管理规范、组织有
序，培塑形成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精
神，构建“一村（社区）一队伍、一地
域一品牌”志愿服务格局。结合退
役军人优势特长，加强专业应急力
量建设，遇有情况能够区域协同、
迅速响应。到2035年，在全面加强
退役军人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制度更加完
善、机制更加健全、运行更加规范；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推动乡村振兴、助力生态文
明建设、参与基层治理、维护社会
稳定等方面作用发挥更加突出，

“中国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品牌更
加响亮、价值更加彰显。

《意见》明确，要在传承军魂、
奉献社会、勇于担当、团结奋斗、崇
尚荣誉等方面,引导培塑退役军人
志愿服务精神，聚焦传承红色基
因、助力文明实践、推动平安创建、
服务经济发展、协同应急救援、开
展双拥创建、关爱困难老兵等，引
导退役军人开展志愿服务，不断加
强退役军人志愿服务社会协同，强
化保障措施，推进退役军人志愿服
务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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