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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鹰在光明中翱翔
——四川凉山禁毒攻坚迈上新台阶

（上接1版）
从指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回答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
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到支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从兴
办经济特区，到创造性地把社会
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
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发展大潮波
澜壮阔，神州大地日新月异。

仲夏时节，浙江余村绿意正
浓，一派江南好风光。

从昔日水泥厂、采石场遍布，
漫天灰尘迷人眼，到如今被拆迁
的水泥厂旧址变身五彩田园，余
村多年来的绿色发展实践，生动
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深刻内涵。

以“中国梦”凝聚最大公约数，
以“五位一体”部署总体布局，以

“四个全面”谋划战略布局，以“一
带一路”扩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以
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
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实事求是
永葆创新活力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四块二
尺见方的石板经历70多年的岁
月风霜已显露沧桑，然而石板上
遒劲有力的大字——“实事求
是”，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石刻来源于延安中央党校
大礼堂门楣，那是毛泽东同志在

1943年亲笔所题。
这四个字，蕴藏着百年大党

始终保持理论活力和创造力的关
键密码。

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革命旧
址，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
教堂静静矗立。1938年，党的六
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
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
性”。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
提出这一个关键命题。

一种对科学理论运用和创新
的自觉自信，全新开篇。

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道路，引领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推
翻“三座大山”，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前加上

“中国特色”的定语，在世界社会主
义运动的低潮中写下令人瞩目的

“中国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
创造了傲人的“中国奇迹”……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
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
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
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间破
旧茅草屋内，18名农民出于“填饱
肚子”的朴素想法，冒险在“生死
契约”上按下红手印。

一纸“契约”的力量能有多大？
小岗村村民犹记得，“大包干”第二
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
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从“大包干”到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从“三来一补”到发展乡镇
企业……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
想，尊重基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
神，适时将一个个“点”上的突破
与改革经验总结、提炼、升华，再
用以指导全国的实践。

1935年 1月，在遵义红花岗
区子尹路96号一间仅27平方米、
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者开始独立自主制定和
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
略，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
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
限任飞扬。”朱德的一首诗作，道
出了遵义会议后的崭新气象。

10年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
礼堂，中国共产党首次在自己修
建的房子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
会，这次会议把毛泽东思想写入
了党章。

当年的会场，两侧墙上悬挂
着6处标语，每一处都写着“坚持
真理，修正错误”，并缀有一个象
征胜利的字母“V”。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两次
会议都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
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只有时
刻保持自我革新的品格、勇于修正
错误的勇气，才能迎来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经历了
无数重要的关口，但在每一次的突
破中，中国共产党都能调整自己的
政策或策略，以此确保革命、改革
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黎巴嫩共产
党总书记汉纳·加里卜表示。

思想指引
凝聚复兴动力

2017 年 10月 24日，人民大
会堂万人大礼堂。

“通过！”出席党的十九大的
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庄严举
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实现
了又一次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4个多月后，人民大会堂再一
次见证庄严时刻。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如潮的掌声
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载入国家宪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

论之源。新时代中国最为广泛而
深刻的社会变革，催生着最为宏
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既
融合统一，又相辅相成，科学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
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
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
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
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
想的科学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
山说。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
想的进程也从哪里开始。

2020 年，新中国史上、世界
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百年
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
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
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2020 年 3 月 29 日，浙江宁
波，春寒料峭。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舟山
港穿山港区码头，深入机器轰鸣
的企业车间，就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从浙江考察返京不久，4 月
10日，北京中南海，中央财经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以《国家中长
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
题》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个
重要论断——“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开局“十四
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指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
武装也同时跟进一步。

2020年 11月，初冬的甘肃，
寒意渐浓。

定西市临洮县龙门镇大寨子
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依然洋溢着
温暖。乡亲们围坐在这里，饶有兴
致地听从北京来的“老师”讲解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群众感慨道：“这样的宣讲把
大道理讲成大白话，未来5年、15
年，我们国家怎么发展、老百姓生
活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一听就明
白了。”

今年6月，建党百年之际，又
一个理论通俗读本《新征程面对
面》在全国各地书店上架，对干部
群众普遍关心的怎么看新发展阶
段、新征程如何开启等14个重大
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
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
未来。”

新的长征路上，面对更加复
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更加艰巨
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
是全党坚定初心使命的力量之
源，始终是指引我们攻坚克难、奋
勇前进的科学武器。

思想的力量穿越时空，真理
的光芒照亮前路。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
旗帜，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新华
社朱基钗王子铭高蕾徐壮）

仲夏时节，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昭觉县烈士陵园笼罩在
细雨中，布拖县公安局原政工室
主任贾巴伍各的墓前又摆满了
鲜花。

每年“6·26”国际禁毒日前到
此凭吊战友是布拖县公安局的传
统，今年他们带来了告慰英雄的
好消息——2020年10月，全国禁
毒重点整治示范创建暨禁毒扶贫
工作会议在凉山州召开，宣布取
消对昭觉、布拖两县毒品问题重
点关注。

4年前，年仅34岁的贾巴伍
各在追捕涉毒在逃嫌疑人时遭遇
伏击，壮烈牺牲。“伍各，我们戴了
20多年的‘帽子’终于摘下了，你
安息吧。”布拖县公安局政委王涛
带领民警庄严敬礼。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
地处“金三角”毒品流进中国内陆

的必经通道，凉山州深受毒品危
害，自1997年以来，先后有7个县
市被国家禁毒委挂牌整治。为了
铲除毒害，一代代禁毒人舍生忘
死，前赴后继。党的十八大以来，
凉山州共有5位干警牺牲在禁毒
一线，30多人因公负伤。

凉山州禁毒办副主任呼延俊
在禁毒战线工作30多年，20世纪
90年代曾多次扮成毒品买家打入
贩毒团伙内部，为案件侦破固定
下关键证据。

凉山州公安局禁毒局民警沈
东，12年前第一次参加抓捕任务
就与毒贩开火。他曾冒着横飞的
子弹在山路上追击拦截疯狂逃窜
的毒贩，也曾为了蹲守嫌疑人，忍
着膝伤在70多度的陡坡上来回
攀爬，落下病根。常年奔波在外，
他对家庭有许多亏欠。“禁毒路上
谁又没有牺牲呢？但我们都选择

把自己的困难和苦楚吞下去，全
身心投入到这场禁毒人民战争
中。”他说。

近 5 年来，凉山州共破获
4050起毒品刑事案件，打掉424
个贩毒团伙，抓获6266名犯罪嫌
疑人。2020年，毒品来源地和去
向地为凉山的毒品刑事案件由
2016 年的千余起降至十余起。
2020年10月，当国家禁毒委对凉
山禁毒工作做出“取得历史性成
就，毒情形势呈现根本性好转”的
评价时，许多硬汉红了眼眶。

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凉山州曾被认为是脱贫攻坚
中最难啃的“硬骨头”。2013年以
来，1.2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
行各业的干部奔赴凉山州。村村
寨寨修公路、建新房、兴产业、抓
教育，97万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是脱贫攻坚为禁毒工作筑牢了

基础，是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人
民的支持让凉山禁毒工作夺取了
胜利。”凉山州禁毒办常务副主任
周脉军说。

4年多前，当民警鲁刚从喜德
县公安局挂职到喜德县光明镇担
任禁毒防艾、计划生育专职党委
副书记时，康复人员很排斥定期
检查。为了消除误解，他换上便服
走村入户，一家家敲开房门。“他
们既是违法人员，也是受害者和
病人，生理‘脱毒’后，我们要给他
们温情和信任，帮他们心理‘脱
毒’。”鲁刚说。

这些年来，他把会木工活的
康复人员介绍到建筑企业，给贫
困家庭送去小鸡仔发展养殖，尽
可能为康复人员赴外地务工提供
便利……过去一贫如洗的家庭有
了收入来源，曾经抬不起头来的
年轻人变成了自信的小包工头。

他还写下许多禁毒歌曲，在凉山
州广泛传唱。

为了扫除毒害，除了政法干
警、党政干部冲锋陷阵，凉山州各
行各业全民动员，投身禁毒攻坚
战。布拖县特木里镇中心校教师
王冬梅从2009年开始担任禁毒
防艾专职教师，手把手教孩子们
辨别各类毒品，知晓危害，还教他
们“小手拉大手”，将禁毒知识带
回家庭，传给父母。今天，凉山州
以学校为主，辐射全社会、城乡全
覆盖、宣传常态化的禁毒宣传教
育格局已全面形成。

千百年来，凉山儿女自喻为
热爱光明的山鹰。行走在偏远的
村寨里，总能听到淳朴的乡亲们
说，是党和国家为他们驱走了毒
品“邪魔”，治好了折翅的山鹰。
今天，山鹰又能沐浴着阳光，振
翅翱翔。 （新华社吴光于）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用遒劲
有力的书法表达浓厚的爱国情，用
热血激昂的诗句深情颂党恩……6
月25日，由四川省关工委、省委老
干部局、教育厅、省文联、省作协联
合主办的“学党史·颂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四川省老少牵手书
法、诗歌、散文作品展在四川省图
书馆开展。

据了解，截至5月16日，本次
作品展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共收到
各类作品47318幅（篇/首），经过
初评、复评、终评三级评选，组委会
最终评选出参展作品607幅，其中
书法作品 307 幅（老年作品 107
幅、青少年作品200幅），散文作品
150幅（老年作品50幅，青少年作
品100幅），诗歌作品150首（老年
作品50首，青少年作品100首），
这些参展作品突出了讴歌中国共
产党、描绘美丽中国、赞美人民英
雄的主题。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7月5
日。展览作品及部分优秀征集作品
将收录进2021“学党史·颂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四川省老少牵
手书法、诗歌、散文征文作品丛书，
由四川省民族出版社编辑出版。本
次活动还将在部分市（州）举办巡
回展览。图为展览现场。

2021成都市城市管理
美学宣传推广活动
在蓉举行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6月 25
日，“深化美学运用，建设大美蓉
城”成都市城市管理美学宣传推广
活动暨成都市城市管理美学智库
和成都现当代城市美学研究院筹
备成立仪式在新华宾馆举行。

成都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成立
城市管理美学智库和成都现当代
城市美学研究院，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全国率先搭建城市管理与城市
美学研究的沟通平台，为城市美学
在城市管理领域的深度运用与实
践提供“交流的平台”“展示的窗
口”和“运用的场景”，让城市美学
更好地为城市规划发展、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务。

据了解，成都市城市管理美学
智库和成都现当代城市美学研究
院学术委员会由来自美术创作、美
学理论、城市美学、公共艺术、城市
规划与建设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
者组成。

（上接1版）
同时，各项目学

校还依托本地文化
资源，充分挖掘健康
向上、适合未成年人
的民族民间文化艺
术，将本土文化、乡
土文化、民间文化、
地方戏剧、民间绝
活、非物质文化遗产
等，转化为乡村学校
少年宫的课堂教学
资源，不但丰富了少
年宫的活动内容，促
进了未成年人全面
发展，还推动了当地
优秀民族民间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

从“多”到“活”、
从“有”到“优”的务
实之举和创新实践，
真正让农牧区未成
年人玩有去处、学有
所获，并在集体活动
中培养兴趣特长，享
受充实快乐的课余
生活，促进身心健康。

走出去引进来 加强辅
导员队伍建设

依照设计好的图样，在白纸上
剪出对应图案，选择各色真丝绸缎
完成色彩搭配，熨烫粘贴，再根据
设计需求逐一堆贴在大幅布幔上。
6月11日，在班沙尔学校堆绣社团
里，马占玥和同学们正在老师乔应
菊的带领下完成着湟中堆绣巨幅
画作。马占玥开心地说：“我很喜欢
堆绣，感觉都学不够。”

2017年9月，班沙尔学校在中
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资助
下建立了“班沙尔学校乡村学校少
年宫”，学校借助本校和湟中区文
化馆的资源，设立了兴趣社团和非
遗社团，其中非遗社团包含了湟中
堆绣、湟中农民画、湟中面塑、锅庄
舞、武术、戏曲等。

为了让孩子们真正了解并传
承非遗，班沙尔学校特邀请了国家
级非遗项目湟中堆绣省级代表性
传承人乔应菊、青海省省级非遗项
目湟中农民画代表性传承人党明
汉等9位校外非遗传承老师进校
授课，并在乡村学校少年宫中建成
了农民画、堆绣、面塑、戏曲4个工
作坊。

辅导员队伍是乡村学校少年
宫健康有序运行的基础。近年来，
青海省各地通过招募聘请有一技
之长的退休教师、文体骨干、民间
艺人、学生家长以及“五老人员”
等担任校外辅导员，努力充实辅
导员队伍，提高辅导员的工作能
力和水平。各地区和各项目学校
结合实际，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开展培训活
动 574 场次，参训人员达 10430
人次。

“十三五”期间，青海省文明办
共投入文化事业建设费 26.92 万
元，举办全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现场
观摩暨新建项目学校校长培训会4
场次。全省189所新建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学校校长、部分已建成且
运行良好的项目学校负责人及项
目所在市州、县区文明办负责同志
750余人次参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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