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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拉萨3月26日电 记者王沁鸥 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26日上午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举行。中

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作

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吴德刚以生动的历史案例、详实的党史文

献，阐释了党史学习“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等问题。

他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介绍了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强调要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

作，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

献。围绕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他强调要在学懂、弄通、

做实上下功夫，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要把党史学习、理论学习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效；要进

一步发扬好“老西藏精神”，抓住贯彻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

座谈会精神的历史机遇，将党史学习同回顾总结西藏和平

解放70周年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反对民族分裂结合起来，同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结合

起来，共同把西藏建设得更加美好。

　　宣讲期间，吴德刚分别前往西藏大学和拉萨市城关区

拉鲁社区，与师生和基层群众就党史学习情况开展交流，了

解基层群众的思想状况。

　　新华社西宁3月26日电 记者陈杰 党史学习教育中

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26日上午在青海省西宁市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李捷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

历史的重要论述，立足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要求，阐释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他强调，学习党的百年历史，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要认真研读党史基本著作，全面

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要深

刻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青海省党政机关干部、高等院校师生代表、离退休干部

代表以及各市县基层干部代表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

了报告会。

　　25日，李捷前往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和西宁

市烈士陵园，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互动交流；并到青海师范

大学与高校师生代表座谈交流、解疑释惑。

　　新华社银川3月26日电 记者杨稳玺 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26日上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凤城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杨凤城全面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入解读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杨凤城

还从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把握历史

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

的认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等方面阐释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杨凤城表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自治区党政机关干部、部分高校师生代表、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近4000人分别在主会

场和分会场参加了报告会。

　　宣讲期间，杨凤城还将前往宁夏师范学院和师生代表座谈交流，并到西吉县将台堡

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和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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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我深有感情”
上接第一版

　　1985年入闽，自厦门赴宁德，再到福州。回

首在福建工作的17年半，习近平总书记在考

察期间动情地说：“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

木，我深有感情。离开福建以后，我也一直关

注福建。在这里工作期间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在我后来的工作中仍在思考和深化，有些已

经在全国更大范围实践了。”

　　探索实践的点点滴滴，也是波澜壮阔的

时代缩影。恰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

赋诗：“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

　　从昔日崎岖的山路，到“天地空”四通八

达；从“纸褙福州城”到“有福之州”；从一道道

民生难题到“摸着石头过河”……昨天的镜头

和今天的景象，在考察途中不断切换。福建的

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一个生动缩影。武夷山

层峦叠嶂、三明改革势如破竹、福州城“一张

蓝图绘到底”，人们跟随总书记的脚步，读懂

福建、感知中国。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上，回首，为了阔步前行；观一域，为更好擘

画全局。“回答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

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答卷仍在挥毫续写。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责任”

从摆脱贫困到乡村振兴

　　一张老照片，挂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

管理中心走廊上，并不起眼。习近平总书记路

过时停下了脚步。

　　那是陡峭绝壁上的一棵树，一棵大红袍。

　　习近平总书记回忆当年：“这棵树一年采

摘八两左右，拿小铜壶装着，视为宝贝。”

　　而现在，漫山遍野，碧海缀金。茶，成了武

夷山千家万户的“宝”。12万人以茶为生，种

茶、制茶、卖茶，茶产业生机盎然。

　　走进武夷山脚下的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

园，茶农们正忙着压青，开过花的油菜花回

田，正好给土壤施肥。

　　“一家人年收入有三十几万。”一位黝黑

的茶农，将锄头放下，欢喜着过来同总书记唠

家常。

　　一片绿叶带富了一方百姓。“茶者，南方

之嘉木也。”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唐代陆羽的

《茶经》，他对乡亲们说，“过去茶产业是你们

这里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今后要成为乡村

振兴的支柱产业。”他叮嘱，要统筹做好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

　　廖红，福建农林大学教授，也是躬耕乡野

的“科特派”。总书记一来，她激动地从土壤pH

值讲起：“过去做研究纸上谈兵，现在是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

　　“科特派”，科技特派员的简称。20年前，

“科特派”制度就在习近平同志同南平当地的

一次对话中扎下了根。那次，地方汇报了三件

事，一个是搞“科特派”，一个是推第一书记制

度，再一个是流通助理。“这三件事我全面支持。

我专门作了调研，后来在省里推广。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现在全中国都有‘科特派’。农业是有

生机活力的，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发展。”

　　乡村振兴，这是摆脱贫困之后，中国广袤

农村启航的新征程。福建是老区苏区，“让乡

亲们过上好日子”，是始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矢

志追求。饮水思源，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期间

叮嘱，“加快老区苏区发展是我们永远不能忘

记的责任。”

　　22日看南平，那是福建最早建党、最早举

起武装斗争旗帜的地方，是“红旗不倒”的

地方。

　　23日到三明，那是中央苏区核心区、中央

红军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

　　当年，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就专门

召开了调研老区工作汇报会，“三个不要忘

记”至今读来感人至深。

　　三明沙县夏茂镇俞邦村，村口的千年古

樟见证了革命战争的风雨、改革开放的生机。

村民们当年挑着扁担卖小吃，后来摆摊，再后

来走南闯北、蹚出了路。

　　扁肉、鱼丸、糍粑、金包银、将军米粿、芋

饺、炸米冻、灯盏糕、烫嘴豆腐仔……沙县小

吃的味道，浸润到村子犄角旮旯。习近平总书

记顺着鳞次栉比的楼房走进村，一路同沿途

乡亲们聊天儿，他叮嘱老人“多保重身体”，交

代孩童“不要挑食”。色彩斑斓的沃野、人声鼎

沸的村庄，处处笑语欢声。

　　石根行步转，耳畔水声移。

　　“过去每次来三明，要吃一吃沙县小吃的。

在当时有意推广，感到它有很大潜力。”彼时，客

商熙攘的工艺美术节上，习近平同志建议不要

铺张浪费，用富有福建特色的沙县小吃迎客。

　　而今，看品种、谈标准、问价格，总书记细

致了解沙县小吃现状和前景，小账本里有大

民生。

　　“乡村振兴和城镇化为你们提供了机遇，

你们也为乡村振兴和城镇化作出了贡献。可

谓是应运而生、相向而行，希望在创造美好生

活新征程上再领风骚。”

　　一个流动的中国，一个蓬勃的中国。今天

的交通网让天堑变通途，有着昔日难以想象

的便捷。

　　考察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偶遇几位来自

江西上饶的游客，他们坐火车到武夷山只用

了22分钟。忆往年，去下党乡“车岭车上天”的

艰辛历历在目，今昔之变令人感慨万千。

　　“要推进老区苏区全面振兴，倾力支持老

区苏区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

服务保障等。”总书记强调。

　　一切都在改变，始终如一的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

“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

  从“唯国内生产总值”到绿色

协调发展

　　福建多山。武夷山纵贯南北，碧水丹山、

奇秀甲东南。

　　习近平总书记抵福建考察的第一站，看

山水。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他通过

大屏幕察看浩渺的“绿色海洋”。黄腹角雉、眼

镜蛇、黑熊、穿山甲，一度难觅踪迹，而今不时

出现在巡护镜头里。

　　当天下午，乘竹筏沿九曲溪顺流而下，仰

观壁立万仞，总书记喻其为“铁砂掌”。“三三

秀水清如玉，六六奇峰翠插天。”早在1999年12

月，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武夷山跻身世界自然

与文化遗产名录，有了“双世遗”之称。山水文

章，事关未来的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谆谆

告诫：

　　“武夷山有着无与伦比的生态人文资源，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

　　很多地方走过弯路。生态和发展，不少人

视之为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习近平总书

记在早年间看到了另一种破题思路。1997年，

他到三明常口村调研时就曾指出：“青山绿水

是无价之宝，山区要画好‘山水画’，做好山水

田文章。”

　　2000年，他前瞻性率先提出了建设生态省

战略构想。随后，福建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成

立，习近平同志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长汀水土流失治理，一个生动案例。

　　习近平同志先后5次赴长汀调研：“调研

时听说，长汀在民国时就有一个河田的保护

局。我给大家讲，给生态投了钱，看似不像开

发建设一样养鸡生蛋，但这件事必须抓。抓到

最后却是养了金鸡、生了金蛋。”

　　一任接着一任干。福建，首个国家生态文

明试验区，这位“生态优等生”竿头日进：森林

覆盖率连续42年保持全国首位；水土流失率

降至7.5%；对南平等5地，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

核……

　　“这些年，福建更加郁郁葱葱了。绿色是

福建一张亮丽名片。要接续努力，让绿水青山

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福州是座山水城市。青山绕城，河网纵

横。2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登上郊野福道的

观景平台，榕城风光尽收眼底。

　　调查研究要“少看花瓶盆景”“多看看后

院角落”，这是他在当地工作时常说的。“我调

研时候听到，福州人最怕水火无情。”福州多

木板房，火一烧一大片；闽江水一灌，水就进

了屋。“纸褙福州城”由此得名。

　　“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一

砖一瓦，牵挂在心。

　　俯瞰福州。左海碧涧青林，西湖水清河

晏。他忆起当年推动实施西湖清淤工程，“清

理出来的淤泥都送到农村，肥田去了”……

　　“城，所以盛民也。”全国两会表决通过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有一章

“全面提升城市品质”，明确提出“科学规划布

局城市绿环绿廊绿楔绿道”。市民家门口的绿

道，福州有125公里之长。

　　在福山郊野公园福榕园，欢笑声此起彼

伏：“总书记回家了”，“常回家看看”……

　　习近平总书记兴致盎然：“福州，有福之

州啊！七溜八溜不离虎纠（意：福州）！”“现在

全国都在抓生态文明建设，福州一年四季常

绿。生态就是一个最好的条件。”

　　福州“3820”工程，勾画了跨世纪福州现代

化建设蓝图，由习近平同志在当地工作期间领

导实施：“当时给福州的定位是建设‘海滨城市’

‘山水城市’。”光阴荏苒，一张蓝图绘到底。

　　“现在的建设都符合这个方向，跟我们当

时设想是一致的，而且发展得比我们设想还

要好。希望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

“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精华”

从文物保护到历史的远见

　　张建光，退休后任职福建省文史馆，潜心

研究朱熹。

　　22日傍晚，武夷山九曲溪畔，习近平总书

记见到这位老朋友分外亲切。拾级而上，他们

走进朱熹园。

　　“晨窗林影开，夜枕山泉响。”在临溪傍岩

的武夷精舍，朱熹率一众弟子荷锄挑担、著书

立说，“琴书五十载”。从朱子自画像讲到理学

思想传承发展，张建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习近平总书记听得专注。

　　推开历史厚重大门，走进浩瀚的中华文

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穷

理者，欲知事务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者而已”，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品读传承千百年的精粹，思接千载、视通

万里。

　　“我到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

到武夷山也专门来看一看朱熹。”鉴往知来，

习近平总书记感慨于一路见闻：

　　“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

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

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

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如河，川流不息。

　　循着总书记考察脚步，走近福建的璀璨

文明。

　　“一片三坊七巷，半部中国近代史。”24日

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的到访，沸腾了古老

街巷。

　　它是“里坊制度活化石”，晋代的诗赋、唐

代的熙攘、明清的兴衰，“睁眼看世界”的风云

激荡……白墙黛瓦的古厝，留下了无数岁月

风华，却在上世纪80年代如火如荼的城市开

发建设中岌岌可危。

　　当坐落于三坊七巷北隅的故居即将“一

拆了之”的紧急关头，福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写

信给新任市委书记习近平。习近平同志听闻

这一消息，立刻要求暂缓拆迁。时隔半年，故

居修缮工程悄然动工。

　　从拆到修，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城市开

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之间，考验的

是历史远见。

　　习近平同志19年前应邀为《福州古厝》撰

写的序言，发在人民日报上。

　　他写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

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

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

　　“按照您推动的福州‘三山两塔一条街’

文物规划，我们这些年逐一修复。”福州市的

同志向总书记介绍。

　　“城里三山古越都，楼台相望跨蓬壶。”

习近平总书记沿郎官巷，步入严复故居。国殇

民难，“震旦方沉陆，何年得解悬”“读史数行

泪，看天万古心”，一行行泣血之作，总书记凝

思着、感叹着。

　　“这几个字还在这儿。”习近平总书记指

着墙上的两行字：“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

真理，爱国兴邦。”

　　“对！您1997年为‘严复与中国现代化’学

术研讨会的题词。”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有中华民族的“魂”

和“根”。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因地制宜、

稳妥推进

　　三明之“名”，源于改革。

　　医改、林改，道道是难题。三明是迎难而

上的探路者。

　　时光追溯到2000年11月。在福建省城镇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指

出，医疗机构要加快改革步伐，从制度上解决

“以药养医”带来的问题，让利于民，让群众看

得上病、看得起病。

　　这是改革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破题、

解题，一切从人民需要出发。

　　深化“三医联动”改革，三明这些年大胆

闯、大胆试，走出了一条新路。23日上午，沙县总

医院，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张柱状图前驻足细看。

医院药品耗材收入下降、医疗服务收入提高，

2019年，三明人均医疗费用1734元，仅为全国

平均水平46%。百姓有着实打实的获得感。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

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

立的一个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康是1，

其他都是后面的0。1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

　　总书记勉励说：“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

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理念的觉悟担当。”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写入“十四

五”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谈到下一步的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

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

决。这个工作要在‘十四五’期间起步。研究改

革的堵点在哪里，结合本地实际继续探索。”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沙县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策源地之

一。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沙县农村产

权交易中心。

　　林权证、林地经营权证、承包权证和流转

的经营权证。四张证件摆在桌上，它们是跨越

近20年、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历史见证。总书

记仔细翻阅。

　　2002年，习近平同志到武平调研时明确要

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全面拉开了福建

林改序幕。

　　沙县积极响应号召，将集体林地“分山到

户、均林到人”。至2005年底，完成了“明晰产

权、确权发证”。

　　随着改革深入，新问题接踵而至。

　　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单家独户怎

么办？

　　困难要一个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个解决。

林业金融、林下经济、集体林地三权分置，三

明林改向纵深推进。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三明是重要策源

地。共产党做事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尊重群

众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我们推进改革要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

探索相统一，对重大改革要坚持试点先行，取

得经验后再推广。‘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

法论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要积极稳妥、步

步为营，把握住方向，不能走偏了。”

“抓创新不问‘出身’”

　　从“随大流跟跑”到加快科技

自立自强步伐

　　“这一次到福建来走一走，找家有代表性

的企业看一看。看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稍

作停顿：

　　“创新。”

　　24日下午，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进车

间、看工艺、问销路，习近平总书记对这家企

业自主创新饶有兴致。福光的发明专利摆满

了一面墙。

　　“‘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

靠创新。随大流老跟着人家是不行的。现在就

看谁能抢抓机遇，谁有这样的担当和使命感，

谁有这样的能力做好。抓创新不问‘出身’，只

要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国家就会全力支持。谁

能做好都是国家的功臣栋梁。”

　　习近平总书记有感而发：“我们要进入科

技发展第一方阵，就得靠我们自己。现在国家

把创新作为一项国策，各方面现在都动起来

了，规划也在做。”

　　创新，按下了加速键。“十四五”规划纲要

分领域阐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任务，“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篇章位

居其首。

　　教育领域的创新，同样事关民族未来。能

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习近平同志1990年兼任

闽江职业大学校长之初意识到，学校的困境

源于发展方向的迷茫。

　　25日一早，“老校长”重返校园。

　　一进闽江学院，他就感慨，过去巴掌大的

地儿，现在这么大的发展，沧桑之变啊！

　　当年，缺师资、缺校舍、缺教学设备……

习校长一次次现场办公，甚至有一年年夜饭

还是同师生们在一起吃的。“接手的，是被‘黄

牌警告’的一摊。我想，既然挂了名，就得实实

在在当个校长，为学院办点事。”

　　在闽江学院校史和应用型办学成果展示

厅，“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

要”十分醒目。习近平同志调研后提出这一办

学理念影响深远。

　　从为下党乡做发展规划，到海上养殖、畲

族服饰、漆器制造，展示厅教学成果累累。总

书记说：“闽江学院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但办学方向一直在沿着过去的路子走。”

　　“这件漆器叫‘气死猫’”，听闻介绍，习近平

总书记细致端详。果然，鱼缸里的鱼儿栩栩

如生。

　　1992年，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报道，

美国的加纳德老先生期盼重回儿时故土———

福州鼓岭看一看，临终前还念念不忘。习近平

同志当即辗转向加纳德太太发出邀请。

　　此刻，看到展厅里的漆器，总书记想起了

这件往事。老先生的中国情，就寄托在他珍藏

的福州脱胎漆花瓶上。加纳德太太访华时，将

那对花瓶赠送给福州。

　　“社会需要的人才是金字塔形的。高校不

仅要培养研究型人才，也要树立应用型办学理

念，培养青年一代适应社会需要的技能。”培根铸

魂，启智润心。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青年一代责任在肩。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5日，福建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会。几个

月前，总书记收到宁德市委市政府汇报脱贫攻

坚情况的来信。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他们：“拿出

只争朝夕的干劲，保持滴水穿石的韧劲。”

　　“干劲是只争朝夕，韧劲是滴水穿石。努

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在增进

民生福祉上取得新进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篇章。”

　　新征程上，风起潮涌，九州激荡，乘势而

上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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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而是用暴力支撑起来“黑色道

路”，暴力开路、打字当头、赔偿了事。有的“村

霸”把持基层政权，建立相当规模的“关系网”和

“保护伞”，竟然使村两委班子成员在其公司任

职，把集体资源装入囊中……在这部政论片中，

如“操场埋尸案”这样热点新闻事件背后黑恶

势力的违法犯罪行径也被一一揭露。

　　黑恶势力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破坏经济社会秩序，如果任由其滋生

蔓延，将成为危害社会稳定、动摇我们党执政

根基的重大隐患，必须毫不留情地依法惩治。

打击黑恶势力的专项斗争并非首例，然而，从

以往的“打黑除恶”到这一次的“扫黑除恶”，

一字之变，意义深远。这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广度前所未有、深度前所未有、力度前所

未有，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恶痛绝”的

黑恶势力犯罪，实现了扫黑无死角、除恶全

覆盖。

　　黑恶势力要扫，背后的“保护伞”更要

“打”、“关系网”更要“破”。黑恶势力能够“做大

做强”的关键是有人为其撑腰。从政论片中的不

少案例可以看出，有的基层领导干部丧失原则

立场、积极主动配合黑恶势力，有的是被黑恶势

力用各种手段拉下马，有的还为黑恶势力的骨

干分子谋求政治地位搭桥铺路……特别是，一

些农村黑恶势力把控基层政权，侵蚀党的执政

根基。此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把扫黑除恶和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紧盯涉黑涉恶

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

“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

夫、细功夫，打伞破网，正本清源，取得了人民群

众能感受到的扎实成效，达到了预期目标，成为

党的十九大以来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什么能够成功？是

因为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

领导，是因为有奋战在扫黑除恶战线上广大

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是因为有人民群众发

自内心的踊跃支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什

么必然成功？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

最可靠的主心骨，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把为人

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是因为我们有已被反复证明的“中

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任何损害人民群众权

益、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魑魅魍魉和艰难险

阻都终将被战胜。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执

政的人民天下，绝不允许黑恶势力祸害百姓，

绝不让黑恶势力有立足之地。这是这部政论

片的深刻主题，也是我们党为人民服务不变

的初心。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全面胜

利，常态化扫黑除恶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坚

信，有了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有了全国上下一

心的共同奋斗，海晏河清的太平局面、国泰民

安的幸福生活一定更美好。

上接第一版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加强科学统

筹，推动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各个方面有效

协同，各项工作有力开展，形成有条不紊、

有序推进工作格局。五要进一步强化组织

领导，狠抓责任落实。要压紧压实责任，一

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健全领导机构和工

作机制，严密组织、统筹协调、强化督考。及

时发现、总结推广基层好的经验做法，推动

队伍教育整顿取得实效。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齐静，司

法部政治部主任、党组成员郭文奇一同调研。

　　本报北京3月26日讯 记者徐强 由

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发起的“家庭法律顾问

进社区行动计划”今日发布，根据计划，明

年京津冀地区将有百个试点社区的居民成

为首批享受“家庭法律顾问”的获利者。这

是记者从今天在京召开的中国社区发展协

会社区法治建设研讨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为推动家庭法律顾问进社区，

中国社区发展协会法治委员会将采用网络

共享模式，搭建一个专门为家庭服务的“社

区家庭法律顾问平台”。平台通过汇聚专家

学者、律师、社会法律工作者等，优化法律

服务资源配置，降低法律服务门槛，扩大法

律服务范围，为全国社区家庭提供更专业

普惠的法律服务。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社区救助与社

区治理创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部门以及北京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及

专家学者围绕流浪乞讨、家庭暴力与社

会救助制度创新以及多元化纠纷解决机

制与社区治理创新两大议题进行了深入的

研讨。

京津冀百个社区居民将享家庭法律顾问红利

在精准把握上下功夫 在务实求效上做文章

上接第一版 座谈中，全国人大代表晏婉

萍、余维祥等，全国政协委员余留芬谈问

题，提建议，对做好做实检察工作给出很多

操作性强的“金点子”。

　　“从讲政治、顾大局看，检察工作还有

很大差距；从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

责看，检察工作还有很大差距；从满足人民

群众对公平正义的需求看，检察工作还有

很大差距。”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

想，结合代表委员们的意见建议，针对当前

检察工作的“三大差距”，张军提出三个“抓

实”的要求——— 要用好贵州的红色教育资

源，结合实际把党史学习教育抓实；要把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抓实；要把为大局服务、为

人民司法的政治责任抓实。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

贻琴，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时光辉，

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安新区党工委

书记赵德明，省政协副主席、毕节市委书记

周建琨参加有关调研活动。调研期间，张军

还与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常

委、省委秘书长吴强进行了工作会谈。

传承红色基因 走好新时代“检察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