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在扶贫路上，不能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

个贫困群众。老区要

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庄严的承诺承载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过程中，江西凝聚“在

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开发”的共识。如今江

西的“生态美”与“百姓

富”同频共振，好生态

变好产品的增值“溢

价”效应日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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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

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

通过海绵城市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

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

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目前，我国有400多

个城市出台海绵城市建设实施规划方案，

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
如何带来“会呼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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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精神中
汲取养分和力量

□ 何虎生

“我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这

里，目的是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

际，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

脉，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不久

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广西桂林全州

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强

调“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

路上，我们要抱定必胜信念，勇于战胜来

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朝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共产党人具有崇高且顽强的革命精

神。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

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

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

两岸，这一战成为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

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

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

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

得我们铭记和发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志愿军战士不畏强敌、浴血奋战，充分展

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

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无

数共产党人高呼“我是党员我先上”“疫情

不退我不退”，毅然决然投身疫情防控斗

争，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

勇壮举。革命精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

的，体现为革命烈士的视死如归、英雄人

物的顽强奋斗、先进模范的忘我奉献。

伟大革命实践孕育伟大革命精神。

回望百年历史，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

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

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

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一系列伟大精神贯穿于党领导人民群

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光辉历程

中，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环

境下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

范。它们既有着各具意蕴、特质鲜明的个

性特征，又有着相融相通、一脉相承的红

色基因，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

理想信念、强烈的爱国情怀、无私的奉献

精神、顽强的意志品质。一个个精神坐

标，承载着党的初心和使命，凝结着党的

鲜明品格和独特标识，成为我们在前进道

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

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

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

战。在这个关键时期，容不得任何停留、

迟疑、观望，必须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勇

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以史为鉴、以史明志，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继续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

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

革命继续推进下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要忘记我们

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

革命精神”。《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要

清醒地认识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

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

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从革命精神中汲取养分

和力量，永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激昂斗

志，满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巨大勇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

研究院副院长）

□ 郭远明 高皓亮 邬慧颖

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

土地。

苏区时期，共产党人在这里提出

“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

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

问题……”。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江西兑现“柴米油盐”承诺，奋

力脱贫攻坚，生态追清逐绿，在加快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不断

为红土地的发展增添一道道新色彩。

解决“柴米油盐”
绘出民生暖色

“农家乐收入6万多元，卖土特

产赚了8000多元……”江西井冈山

市神山村54岁的脱贫户彭夏英站在

门口，向新华社记者算着收支账，喜

悦之情在脸上荡漾。

神山村山多田少，以前彭夏英夫

妻再怎么卖力，也只能勉强填饱肚

子，“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上山砍竹

子、削竹筷，起早贪黑每天做3000多

双，挑到镇上卖60多块钱。”

伴随新世纪脱贫攻坚，神山村启

动精准扶贫，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

困村之一，如今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

游点。全村开起了 16 家农家乐，

80%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收

入从4年前的不足3000元到超过2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

至50多万元。

在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老区要与

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庄严的承诺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个个山村换新颜，一道道脱贫

捷报传。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

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

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

困县。2020年4月，随着最后7个贫

困县宣布退出，江西25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346

万人减至 9.6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9.21%降至0.27%，区域性整体贫困

得到彻底解决。

一笔笔脱贫账单映着老区同步

奔小康的民生暖色。

2013年以来，江西累计对贫困

家庭学生1263.18万人次发放资助资

金286.13亿元，实现无失学辍学；

施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和补充保险“四道保障线”，2259

个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均实现“先诊

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1686个

定点乡镇卫生院均开通门诊统筹；

累计投入资金178亿元、完成26

万户贫困户危房改造……

从注意群众的“柴米油盐”，到聚

焦“两不愁三保障”，岁月递嬗，民生

优先的理念一脉相承。

“生态美”与“百姓富”
同频共振

一艘皮筏艇、一个装垃圾的箩

筐、一顶能遮挡烈日的草帽、一部记

录工作的手机，这是江西靖安县北潦

河双溪镇沙港电站至洪背堰段的“认

领河长”甘立林巡河的“标配”。担任

认领河长已第5个年头的他，亲眼见

证了这段水域的变化，“以前一天能

捞几筐垃圾，现在半筐也捞不着”。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

很关键。

从20世纪80年代被联合国专家

誉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典范的“山江湖

工程”，到今天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

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省，

江西始终把绿色生态作为最大财富、

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江

西凝聚“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开

发”的共识。

近年来，江西积极开展全流域治

理，努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全省107个开发区建成集中式污

水处理厂140座，7481家“散乱污”企

业基本完成分类整治，全省畜禽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率达95.6%。2020年，

江西全省森林覆盖率达63.1%，空气

优良天数比例达94.7%，生态环境质

量稳居全国前列。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江西在全省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将土地、林木、水资源等生

态资源“入账”，并探索对生态资源开

展价值评估，让绿水青山不仅可以

“定价”，还可以“折价”变现。

位于武夷山区的江西资溪县，生

态优良。当地借鉴银行“贷存理念”，

把各类生态资源通过租赁、托管等方

式收储整合，再引进金融资本，开展

生态资源所有权、经营权的抵押融资

创新。截至2021年4月底，资溪县

各类生态产品权益贷款余额24.66亿

元，占全县总贷款余额的37.22%。

如今江西的“生态美”与“百姓

富”同频共振，好生态变好产品的增

值“溢价”效应日益显现。在江西赣

州市大余县丫山景区，村民黄晓秀把

家里闲置的山林和耕地“折价”入股

景区，从靠山吃山的农民成了景区

“股东”，一年的分红加上务工工资收

入超过10万元。

生态旅游、休闲康养等绿色产业

快速发展，江西绿色经济含量进一步

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省大力实施

旅游扶贫工程，通过旅游就业、农产

品销售、临时用工、经营性收入、资产

入股等方式，带动数以百万计的人口

吃上旅游饭。

“老传统”再创新
“新名片”更出彩

添增新名片，告别老印象。

过去给人以欠发达老区形象的

江西，正不断创新发展思路，紧盯新一

轮科技革命大势，物联网、VR产业、

大飞机等成为江西一张张“新名片”。

几年前，江西鹰潭提出以移动物

联网为依托建设智慧新城，有人担心

它只是个概念。如今，当地聚集了

200多家物联网企业，物联网核心及

关联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超400亿元。

作为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诞生

地，江西紧盯航空产业频频落子布局，

制造C919大型客机超四分之一机体、

成立全国首个省局共建的民航适

航审定中心、设立全国首个低空空域

管理暨通航飞行服务院士工作站……

近年来江西航空产业蓄势腾飞，2020

年产值达到1200亿元，航空产业制

造规模居全国第三。

腾飞的不仅是新产业。江西以

“互联网+”、工业4.0、跨界融合等改造

提升传统工业，实现传统经济再创新。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

都县，江西脉动智能制造时尚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大门内，一幅“云图”尤

其吸引人：大屏上滚动着企业实时销

售数据。公司品牌负责人林军介绍：

“通过云技术，我们可掌握哪些产品、

哪些城市、哪些时间段卖得更好，从

而有针对性地调整生产、投入广告。”

依靠创新驱动，加快“智造”步伐，

短短数年，于都县集聚各类纺织服装

企业3000余家，全行业产值500余亿

元，带动8万多人返乡创业就业。

新增长点加速培育，势头正劲。

江西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 6 年

居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一季度，战

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3.7%、

38.4%、40.9%。

新兴动能持续增强，发展后劲未

来可期，创新驱动下，江西发展质量

成色不断提升，新征程的路越走越

宽广。

□ 王沁鸥

3年前，次仁德吉做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离开体制内的稳定岗位，返

回家乡自己创业。

现在，44岁的她把生活过成了

旁人羡慕的样子。在西藏林芝市

工布江达县错高乡结巴村，她开的

民宿紧邻宝石一般的巴松措湖，自

2019年5月开张后，仅半年就赚了

20万元。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

长假，次仁德吉家中几乎天天

满房。

近年来，西藏全区家庭旅馆已

达2377家。以结巴村为例，这个位

于5A级景区巴松措内的村庄，保留

了传统的工布藏族古村落风貌，受

到众多游客青睐。据新华社消息，

全村173户人家，超过40户都在开

民宿，目前人均年纯收入已超过两

万元。

民宿的卖点，在民俗，也在野

趣。住在独具特色，或者家一般的

环境里，与绿水青山、冰天雪地亲密

接触，是许多游客寻找的小众旅游

体验。

然而，一些在今天游人眼中的

非凡美景，在另一些的历史场景下，

却曾一度是阻碍长途旅人们的

难题。

昌都市芒康县曲孜卡乡，如今

是藏东山谷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

民宿经济火爆，也曾是茶马古道上

的古驿站。但过去，穿越崇山峻岭

的茶马古道，交通状况异常艰险。

直到西藏和平解放后，川藏、青藏两

条公路通车，西藏的路越修越宽，也

带火了“最美公路318”等一系列交

通干线沿线的景点。

曾经不起眼的乡村民宅，如今

却可以成为受人追捧的“网红”打

卡地。

九年前曾来西藏旅游的北京游

客李女士，对西藏民宿的发展惊叹

不已。当年，她和朋友前往林芝市

巴宜区鲁朗镇游玩，晚上住的就是

村里的民宿。但那时，房间里阴冷

潮湿，供电不稳，几个人一起睡在大

通铺上，想洗个澡也是奢望。但因

风景醉人，李女士便忽略了不尽如

人意的住宿条件。

但今年，李女士再次来到西藏

时，鲁朗已完成华丽蜕变。

2013年，在广东有关方面的帮

助下，鲁朗兴建起了全新的旅游小

镇，在保留过去传统项目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批新式民宿和星级酒店。

民宿保留了传统的藏式建筑风格，

但内部却配备了淋浴、抽水马桶、

电视。

李女士说：“没想到现在在西

藏，能有这样打通了传统与现代的

住宿体验。”配上鲁朗被誉为“东方

小瑞士”“西藏小江南”般的美景，李

女士仿佛置身自己一直在寻找的

“理想的乡村”。

而次仁德吉在巴松措旁的小

楼，同样是不少游客寻找诗和远方

的首选。坐在民宿二层，眺望着近

在眼前的湖泊、雪山，次仁德吉说：

“生意这么好，多亏了家乡的好风光、

好环境。”

曾经，结巴村几乎家家以伐木

为主业，虽守着一汪湖水，但村中环

境脏乱差，并不能留下游客。

2001年，巴松措被授予国家森

林公园称号。随着游客增多，村民

们意识到，原始的“靠山吃山”不是

个办法。

从那时起，村里开始设立护林

员，后来，人人都成了保护森林资源

的卫士。现在，不仅游客愿意留宿

村中，丰富的森林资源还为民宿店

主们提供了松茸等林下资源产品，

让民宿产业链更加丰富。

据西藏自治区旅发厅提供的数

据显示，2020年，西藏乡村旅游接待

游客1061万人次，实现收入12.17

亿元，农牧民直接和间接参与乡村

旅游就业8.6万人次，人均实现收入

4300余元。

如今，西藏的乡村已如深巷中

的美酒，誉满全国。雪域乡村，正变

得既宜业，也宜居。在这里，人们留

得住青山绿水，也记得住悠悠乡愁。

兑现“柴米油盐”承诺 描绘发展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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