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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6日致电祝贺拉马福萨当选南非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总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南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南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庆祝中

南两国建交20周年为契机，相互支持办好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
新台阶。

习近平向南非当选总统拉马福萨致贺电
春节，中国人心中最暖的节日，牵动着每一个中华

儿女的心；而每一个贫困家庭的春节，更牵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

2018年春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凉山彝
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都市等地，深入村
镇、企业、社区，考察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
汶川考察灾后恢复重建发展情况，给各族干部群众送
去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翻开习近平总书记的春节日程，不难发现：从“贫
瘠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到北境边陲阿尔山哨所，从陕西
梁家河的窑洞到革命老区井冈山，从河北张北县困难
群众家到四川大凉山深处……党的十八大以来，每逢
春节将至，他都要到中国最贫困的角落去，体察民情、
倾听民意。

关山内外，行程万里，驻足处皆是直抵人心的
温暖；

访贫问苦，人民至上，考察后总有切实着力的
改变。

近日，新华社记者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再次
来到这些地方，串联起彼时点点滴滴的温暖，感受在
习近平总书记关怀与鼓励下，人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带
来的巨大变化。

迎风踏雪，把温暖带到百姓心间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他们吃得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
过好新年、过好春节”

临近春节，陕西延川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道路两
旁挂满了红灯笼。村里的秧歌队、锣鼓队正在抓紧排
练，到处是过节的喜庆气氛。

67岁的村民刘金莲在窑洞内的灶头架上了油锅，
随着锅内的油嗞嗞作响，炸得金黄的年糕不一会儿就
堆满了案板。

三年前，也是春节前，刘金莲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
人——当年的插队知青、阔别梁家河 40 年的习近平
总书记。总书记带着自己出钱采办的“年货”——饺
子粉、大米、食用油、肉制品，还有春联、年画，来给父老
乡亲们拜年。

对于梁家河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岔、一峁一梁，
习近平总书记都饱含深情、常常牵挂。这一行，他不
仅带去党中央对革命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关心，更带
去带领全国人民一道奔小康的决心。

三年过去，梁家河年年有新貌。当年习近平总书记
关心的那片果园，如今山地苹果种植已成为村里的主
要产业。随着乡村旅游的兴旺发展，2017年全村人均

纯收入达到20800元，比三年前翻了一番。
步步深情，点点细节，彰显一位大国领袖的人民情怀、赤子之心：
——在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院”，习近平总书记细致地询问饭菜价格，端起一个

盛满饭菜的餐盘，为杨林太老人送上。
——在边境一线阿尔山市，他顶风踏雪登上海拔1000多米的三角山哨所，对年轻

战士张伟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在革命老区井冈山，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看到一家正在打糍粑，习近平总书记

饶有兴致地加入其中，和村民一同拿起木槌、打起糍粑来。
……
心里装着人民、讲话贴近人民、奋斗为了人民，人民更将他视如亲人。
他是人民的暖心人——
一次次走村入户，他进门叫一声“老阿姨”，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亲切；盘腿上炕拉

着手，就像亲戚串门一样自在；抱起年幼的孩童，眉目间尽是慈爱。
他是人民的贴心人——
一次次关怀慰问，他开米缸、察地窖、摸火墙，关心着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孩子上

学远不远、看病有没有保障、上厕所方不方便……他惦念着群众日常的方方面面。
他更是人民的知心人——
一次次亲切交谈，他和村民一起“算收支账”，为农家小院规划支招，希望乡亲们同

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让好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五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东西南北，把实现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当作义不容辞的责

任，把最暖的牵挂、最实的关怀带到老少边穷地区的村村寨寨。
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提到了让他揪心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悬崖村”。
大凉山的百姓如今过得怎么样？冬日的严寒，抵不住心底的牵挂。2018年春节来

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如约”来到地处四川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解放
乡火普村，走进彝族贫困群众家中，看实情、问冷暖、听心声，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精准
脱贫之策。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梁家河村、德胜村、神山村、元古堆村……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记挂着无数像三河村、

火普村一样的村庄，温暖着百姓的心。

一诺千金，把好日子带到百姓身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辞旧迎新，希望来年“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是每个中国人最质朴的期待；从人民
中走来的总书记，最了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立春刚过，山里的积雪渐渐融化。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群山环抱的易地
搬迁安置点上，一栋栋红瓦白墙的住房格外醒目。

每天清晨，86岁的马岗会在炉上熬一壶“罐罐茶”。
五年前，也是这样一个2月初春，绕过九曲十八弯，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元古堆村。
彼时村貌正如其名，仿若大山深处的“远古”之地——喝水要赶毛驴翻山越岭去驮，

遇上下雨天，村里每一条道路都成了烂泥路。
走进当时马岗家破旧、低矮的土坯房，习近平总书记舀起一瓢水、尝了尝，水的滋味

让他紧锁眉头。随后，他专门来到引洮工程现场，对负责同志说“民生为上、治水为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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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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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版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深入产
业工人居住社区时曾说过：“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四川大凉山腹
地，走进贫困户家庭，再次留下掷地有声的承
诺：“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
庭、一个人都不能少。”总书记朴实无华的语
言，饱含党的初心，凸显人民情怀。

心系天下苍生，牵挂人人小康。为了让百
姓过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大江南
北；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
他心中的头等大事。每逢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他的身影总是出现在普通民众家中。群众生
活得好不好，就是检验党的惠民政策的试金
石。古人说，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习近平总书记
的人民情怀，总在细微之间熠熠闪光。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老百姓的好日子，
绝不是仅仅满足温饱、小康的基本需求，获取
一个“及格分”，而是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上不封顶”的永恒目标。他说：“我了解
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就是教育、就业、收入、社
保、医疗、养老、居住、环境等方面的事情，大家
有许多收获，也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为了
人民的期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
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
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造就了时代变迁的历史性飞
跃，见证了他矢志不渝的人民情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
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随之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悉当今社会思想大活

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新特点，
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他说：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
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
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在他心中，人民要真正
过上好日子，仅仅满足共享物质文化发展成
果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发展中彻底革除思
想混乱、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
有底线的精神毒瘤，打造出我们生而为中国
人的独特精神支柱。只有让光明驱散黑暗，
让美善战胜丑恶，人民才能真正感受生活的
美好、看到梦想的前方。这是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情怀新的升华。

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面向人类最向往的
目标，立足中国最丰沃的土壤，让我们在习近平
总书记人民情怀的引领下辛勤耕耘，在不懈的
奋斗中奔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情怀”系列谈之二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 金 平

欢 乐 祥 和 过 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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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一晚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大街
上各式各样的花灯琳琅满目。在看花灯的人群
中，“海归”李本刚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慨，“家
乡变化大，年味儿越来越浓了”。

“过去一到年三十，噼里啪啦的鞭炮倒是很
热闹，但正月初一早上出门，空气又霾又呛，一
地的爆仗皮环卫工人得扫上半天。”李本刚感慨
地说，今年回来可不一样了！年三十晚上鞭炮
声很少了，正月初一早晨出门，小区地面上干干
净净，空气也清新无比！

除了不放鞭炮
看花灯，少进酒店
多进博物馆也成了
博山的过年新潮

流。正月初一的博山陶琉文化博物馆里人流熙
攘，博物馆负责人焦新说，节日期间博物馆不休
息，全天向市民开放，仅一上午的时间就接待了
上千名观众，多是家庭参观体验。

除了城市年俗的变化外，如今博山乡村的年
俗变化也不小。正月初一，在博山镇上瓦泉村，党
支部书记王金成一边向乡亲们拜年问好，一边给
大家送“礼”。“人手一本农技手册。要努力学习不
掉队！”王金成言语间透露出的喜气和自信，让人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农村的变化、农民的变化。

正月初一，历时5天的
北京地坛庙会开门迎客。9
时整，在 150 余名“文武
百官”“侍卫仪仗”的前呼
后拥下，身着祭祀盛装的

“皇帝”缓步登上方泽坛，
按照史书所记载程序举行
祭地仪式，祈求新的一年
风调雨顺。

作为北京“五坛”之一，
地坛又称方泽坛，是明清两
朝帝王祭祀“皇地祇神”的场
所，是国内现存最大的祭地
之坛。地坛本就是古都坛庙
文化的一部分，文化传承是
地坛庙会最突出的特色。

今年春节期间，地坛庙
会在京韵京味的基础上融入
时代发展新理念，用各式各
样浸润着皇城文化的活动，
传承坛庙文化，绵延古都气
韵。他们推出了仿清祭地表
演、优秀民间花会展演、歌舞
荟萃、天津曲艺、台湾风情和
河北杂技共6项演出近百场次；设置“中国
新二十四孝”“印象·我的北京”“老北京城
墙城门”“坛庙文化”等共6组图片展；举办
皇城文化互动区和“祈福纳祥”民俗等互动
体验活动。

“以前的庙会，是让大家见到平常见
不到的东西，现在则是让大家在庙会中见
到常见但不知道的东西。”地坛庙会新闻
发言人郭彩伶告诉记者，比如地坛的祭地
文化表演、城墙城门展等，通过这些展演
内容向参与者讲述建坛的历史以及坛庙
文化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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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想带孩子出去逛花市的，可实在忙不过来，没想到从网上
也能体验花市的实景，感受广州的‘年味儿’，真是方便。”广州市民王女
士告诉记者。正月初一，她和儿子一起用手机扫二维码进入了广州“全
景迎春花市”，津津有味地逛遍了全广州的花市。

据广州花市主办方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年逛花市是“花城”广州市
民延续百年的传统。今年花市与腾讯公司合作，利用全景拍摄技术，将
11个区的传统花市及海心沙园林博览会、灯光音乐会等最具岭南特色
的花市花景都原汁原味地“搬”到了网上。戴上VR眼镜，就能身临其
境地体验“逛”花市的感觉。

对于到现场逛花市的市民，今年主办方专门推出了“花城广州版识
花君”微信小程序，用手机扫一扫花卉上的卡片就能智能识别花卉，可
识别的品种近6000种。目前，广州各花市及13个公园景区都已铺设
了“识花AI”卡片，赏花再不用“雾里看花”了。

正月初一和家人吃完午饭，李婉珍就早早出了门，赶到于山老人活
动中心。虽然十几年来几乎天天去，但因为是新年第一天，这一次格外
重视。“新年第一场演出，我们要热热闹闹唱个开门红。”李婉珍说。

今年71岁的李婉珍是福州市于山松鹤闽剧团团长，活动中心就是
闽剧团平时排练的地方。“我们剧团1994年成立，是业余闽剧爱好者们
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么多年来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排练演出。”李婉珍说。

锣、鼓、胡琴一响，下午两点钟演出准时开始。大家相互之间十分
熟悉，简单排个顺序就轮流上台演出。整个过程也不需要主持人，每个
演员上来照例先给大家拱手拜年，然后就自报家门、剧目开始演唱。唱
腔或高亢激昂，或婉转绵长，时不时博得满堂彩。演出期间，总有长长
的红纸条从观众席传到台上挂在舞台两侧。“新年图个开门红。演员们
给我们义务演出一年了，我们这些平时总来看戏的戏迷给他们发个红
包，既是心意，也是新年的好彩头。”戏迷叶大爷告诉记者。

霾 少 了 年 味 浓 了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魏其宁

用 情 唱 响 开 门 红
本报记者 廉 丹

一 键 看 尽 满 城 花
本报记者 郑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