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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在
春节来临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
14日给香港“少年警讯”成员回信，
感谢他们寄送亲手制作的新春贺
卡，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
早日成才，并向香港广大青少年致
以诚挚的问候和节日的祝福。回信
全文如下：
宏晞、颢凝等香港“少年警讯”成员：

你们好！很高兴收到你们亲手
制作的新春贺卡。你们很用心，字
也写得认真，你们的祝福让我很感
动，谢谢你们！

贺卡上的照片让我想起了去年
在“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跟你们
见面的情景。你们个个朝气蓬勃，
展现了香港青少年向上向善的精神
风貌。祖国和香港的未来，寄托在
年轻一代身上。希望你们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多学点历史，多了解
点国情，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锤炼
本领，早日成才，以实际行动服务香
港、报效国家。

春节到了，祝你们和你们的家
人，祝香港所有青少年朋友们，新春
愉快、万事如意！

习近平
2018年2月14日

“少年警讯”成立于1974年，是
香港警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
年进行法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
重要平台，迄今已累计吸引100万
名青少年参与，会员超过 21 万人。
去年6月30日，习近平在香港考察
了“少年警讯”永久活动中心暨青少
年综合训练营，看望了正在训练的
香港青少年。近日，当时参加见面
活动的郭宏晞、罗颢凝等 22 位“少
年警讯”成员亲手制作了一张新春
贺卡，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节日祝
福，并期望能与习主席再次见面。

扎扎实实把脱贫攻坚战推向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黄土高原的千山万壑，是大自然的
黄色褶皱，也如同那些生活窘迫的老乡
额上的皱纹，蚀刻在青年习近平的心里，
从来没有消失过。

住窑洞、睡土炕、忍叮咬，打井打坝、
修公路、制沼气……足蒸暑土气、背灼炎
天光，习近平在陕北梁家河插队，一干就
是7年。也就是在这里，他立下了从政
的初心，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
经常吃上肉。他回忆道：“15 岁来到黄
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
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
信。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
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
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
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我是黄土地的儿子”，这份终生难

忘的大地情结、人民情怀，伴随他从西
北山村到华北县城，从东南特区到执掌
一省，从直辖市市委书记到掌舵“中国
号”巨轮。“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
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
能安之若素。”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
一直强调扶贫要攻坚、脱贫要精准，就
是因为他理解农民、懂得农村。而只有
在基层吃过苦、受过累，知道百姓的所
思所想、所需所求，才能够急百姓之所
急、想百姓之所想，才能够有正确的工
作方法，才能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做
好事。

民者，国之根也。“心无百姓莫为
官”“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
在于察其疾苦”……这些感悟，无不来

自从梁家河到河北正定，从福建到浙江
再到上海的丰富实践，来自从知青时代
开始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
深情厚谊。习近平总书记在下乡调研
中，很重视去贫困地区体察民情、嘘寒
问暖。到老百姓家里走访，掀开锅盖看
看锅里有什么，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
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他用自己的双
脚，一步一步丈量着中国大地；用真切
朴实的话语，熨帖着困难群众的心。

“老书记”“吃苦耐劳的好后生”，人们
对习近平的亲切称呼，讲述着这样的真
理：你与百姓有多近，百姓对你就有
多亲。

看看今天的梁家河，修起了柏油
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
联网，老人有保险，孩子受教育，当

然吃肉早已不成问题。这个小村庄的
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
进步的一个缩影。13 亿多人摆脱了物
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同时也
有了不断增长、日益广泛的美好生活
新需要。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仅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重温入党誓词，强调“全党同志必须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
的生活”。这是大地赤子的庄严宣誓，
这是面向未来的“出发令”。事业发展
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不能改
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
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
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共同
见证、共同享有中国梦的实现！

2月9日，农历腊月廿四。早晨8点
刚过，记者来到河北阜平县龙泉关镇骆
驼湾村，正好遇到一户人家乔迁新居。
这是一座青砖垒砌的新瓦房，一排四个
开间高大敞亮。房屋的大门上，一副红
底黑字对联格外醒目：幸福不忘共产
党 吉祥如意住新房。

这间房的主人陈拥军告诉记者：“我
能住上这样的新房，能够置办丰盛的年
货，靠的就是国家扶贫政策的扶持。你
看我盖这座房子，政府给的直接补助
就有17万元。我们从心里感谢习近平
总书记，感谢共产党。”

基础设施大变样

阜平县地处太行山深处，“九山半
水半分田”的地理状况，加上天气冷凉、
土地瘠薄的自然条件，只能种些土豆、
小米等经济价值低的农作物。到“十二
五”末，这里仍然处于国家贫困线之
下。而作为贫困县中特困村的骆驼湾，

到2011年底农民人均收入才刚刚突破
1000元。

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平
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进行工作调研。
在骆驼湾村农民群众的土炕上，总书记
鼓励干部群众说：“只要有信心，黄土变
成金。”此后，骆驼湾村277户农户在党
和政府的扶持下，信心百倍地走上了脱
贫致富奔小康的征程。

大型工程和运输车辆随着筑路大军
开进了山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条
8米宽的沥青硬化路面穿越4个自然村，
直到半山腰的香菇种植基地。从此山里
山外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在交通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村庄
的整体提升改造也在同步进行，新颖别
致的村民广场、水丰岸绿的生态公园、宽
敞明亮的中心小学、高大宽阔的村民戏
台相继诞生。基础设施的深度变化，让
骆驼湾村真正获得了一个宜居、宜业、宜
游的优美环境。

“如今公路通到了家门口，到了产业

基地，村容村貌得到了极大提升，不仅村
里的水果蔬菜能够及时运出，而且吸引
了大批城里的观光客。”骆驼湾村党支部
书记顾瑞利说。

家家户户住新房

走进如今的骆驼湾村，从村头到村
尾，全体村民一户不落地翻盖了新房，有
的是两层小楼，有的是独门小院，在山湾
中依势而建。整个村庄在活泼中彰显着
个性，整齐中浸透着古朴。

骆驼湾村过去是一个整体贫困村，
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一户人家翻盖过新
房。要实现整体脱贫，改善人居环境是
一场硬仗。县里和乡镇通过精心策划
和整体设计，决定以太行民居特色对全
村农民住房进行提升改造。经过各种
补贴后，村民翻修一座100平方米的新
房，一般仅需自己投资 4 万元到 5 万元
就能完成。由于投入少、收益高，全村
群众家家都翻建了新房。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到骆驼湾村走访
慰问，看望的第一个贫困户是唐荣斌。
如今，老唐已搬入二层小楼的新家，翻建
的新房有花格木门、灰瓦屋顶和透亮的
玻璃窗子，而老宅经过改造也搞起了
旅游。记者走进他的新家里，看到当年
习近平总书记盘腿坐在炕上和老唐拉家
常的照片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说起
这件事，唐荣斌还是激动不已：“当时总
书记拉着我的手，问我吃得好不好。那
天我家吃蒸土豆，总书记还亲口尝了一
块。他还盘起腿坐在炕上跟我们拉家
常，真是平易近人啊。”

老唐说：“这几年发生了做梦也想不
到的变化。之前欠的外债早都还上了。
每月有低保和养老金，生病有新农合。
自从村里搞起了旅游，我把自家三间房
出租给了旅游公司，一年租金能收入 5
万元。另外，我还把自家承包的4 亩地
流转出去种植高山苹果，每年租金4000
元，年底还能有分红。”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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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谈之一

“ 我 是 黄 土 地 的 儿 子 ”

骆 驼 湾 村 的 笑 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 辛 安

欢 乐 祥 和 过 大 年除夕佳节，无论相隔多远，工作多忙，人们
总希望回到自己家里，与家人吃一顿团团圆圆
的年夜饭。吃什么体现生活水平，和谁吃事关

幸福归属。经济日报记者走进群众生活，看看他们的年
饭是怎么吃的——

饺子里的螺丝钉
本报记者 代 玲

今年除夕也是藏历新年的除夕，国网西藏检修公司
负责同志相约来到位于拉萨市城关区夺底乡的国家电网
220kV夺底变电站，与值班员工们一起过年。

上午11点，大家陆续来到变电站，跟着一起来的不
仅有食堂打包的各种菜品，还有各自从家里带来的香肠
腊肉等家乡特产食品。一放下东西大家就开始分工协
作，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丽娟负责擀皮，总经理肖方勇、副
总经理程胜建等人负责包饺子，副总经理祝洁负责切香
肠腊肉。小小的厨房里挤满了忙碌的身影。

“今天过节，站里的兄弟姐妹们负责值班，我们来负
责他们的年夜饭。”肖方勇说。一边说他还让记者猜猜哪
些是他包的饺子。

除了将辣椒、硬币、大蒜、花生、糖等包进饺子里，大
家还别出心裁地提议将螺丝钉也包入饺子，寓意“技术能
手”。

巡视完线路的工作人员回来后，厨房里的饺子也差
不多熟了。大家七手八脚忙活着把菜端上了会议室里拼
好的大饭桌。

“祝总，给大家讲讲吃饺子要小心，万一吃到螺丝钉，
这是安全生产责任哦。”幽默的肖方勇不忘说句俏皮话，
引来大家一阵大笑。

“吃到了，吃到了，是螺丝钉。”2017 年刚进站的重
庆姑娘熊信兰还不好意思说，她旁边眼尖的同事已经
叫了出来。

“吃到螺丝钉寓意着‘技术能手’。站里都是年轻人，
希望你们勇担重任，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迎接西藏电网
的特高压时代。”肖方勇说。

默默奉献为学子
本报记者 李 杰

大年三十，大多数人都在和家人团聚。但对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东区食堂的工人闻会来说，虽然回家的心情

迫切，但在食堂的工作更重要。
“过年不休息。”闻会对记者憨厚地笑了。她将从大年

三十一直工作到正月初四。“有不少学生为了做科研不回
家，所以食堂必须每天有人工作。”闻会说，给这些祖国栋
梁做好服务，她发自内心的高兴。

下午1点半左右，最后一名学生离开了食堂。收拾
完毕后，闻会骑上电动车，邀请记者一起去吃年饭。“我

家现在有10个人在等我回去吃年饭。”闻会说，
他们家的习俗是中午吃年饭，她爱人在兄弟里
是老大，所以他们负责在家烧饭给一家人吃。

到家后，闻会的家人纷纷热情招呼记者。饭桌上蛋
饺、鱼、红烧鸡、素菜样样都有，丰盛可口。

因为在食堂为学生们准备年饭，家里的年饭从准备
到制作，闻会一点都没帮上忙。而且因为下班晚，家里人
一直等到两点才开始吃饭。对此她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但
是家里人都很体谅她，“无论多晚，我们都会等她吃一顿团
圆饭。”闻会的爱人说。

爱心温暖敬老院
本报记者 周 剑

“我用时光等你，你不来我不老……”2 月 13 日，
江西省景德镇市昌江区丽阳镇敬老院传出阵阵歌声和
欢笑声。这是镇上的志愿者们来看望敬老院老人、提
前吃“年夜饭”，让他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社会的
关爱。

简单的表演之后，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已经做
好，老人们在志愿者的搀扶下坐上了大桌。敬老院院长
王贵玉介绍，院里共有20 位镇上的孤寡老人，6位工
作人员平时分白班、夜班两班照看他们。常住院里的
12位老人和大家围坐一起，喜迎新春。

红烧全鱼、炖鸭子、腐竹烧肉……敬老院做了十道
菜，寓意十全十美。“祝大家新春快乐”“长寿健
康”……志愿者们倒上果汁，频频举杯，纷纷向老人们
祝福。

“非常快乐、兴奋，你们唱得好、跳得好，还和我
们一起吃年夜饭，感谢大家来看望我们。”86岁的王守
惠老人介绍说，自己没有儿女，因为有好政策，8年前
住进了敬老院。这里有人给他们做饭，有热水洗澡，每
个人住单间，房里有电视机和空调，什么都不用愁。

“市场上有什么，我们就能吃到什么，平时鸡鸭鱼肉不
间断，生活相当好。我们过得很快活、幸福。”王守惠
老人说起自己的生活，很是满足。

继续书写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习近平春节团拜会讲话引起海外华侨

华人强烈共鸣

2月13日，在北梁新区铁西街道办事处，居民展示她们制作的迎新春花馍。 新华社记者 贾立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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