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亥大疫起，庚子渐落
定。“14亿中国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
就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时代画
卷！”“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
次证明，中国人民所具有的
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战胜
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而坚定的话语，一如既往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一如既
往坚信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深刻揭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的力量所系、关键所在。

举目回望，那一个个奔忙而坚定的身影，那一张张疲惫
却坚毅的面孔，是强大信念意志汇聚成一往无前的钢铁洪
流，是无数血肉之躯筑起抵御疫情的新的长城。

光荣，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

（一）

有些历史性时刻，需要把时间的镜头拉得更长，才能看
清波澜起伏。

2020年1月23日，江汉关大钟指向10时，离汉通道关闭。
中国武汉，一座有着千万人口、被誉为“九省通衢”的超大城
市，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地按下“暂停键”——76个日夜、
1814个小时，两江三镇归于寂静，黄鹤楼畔流水幽幽，珞珈
山下樱花独放……

当疫情风暴将武汉卷入死生之地、存亡之境时，这座敢
为人先、尽显风流的英雄之城和她的英雄人民，以顽强不屈
的坚守、慷慨悲壮的牺牲、气贯长虹的行动，为夺取抗疫斗
争重大战略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再次被载入中华民族的英
雄史册。

我们不会忘记，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率先打
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他们与病毒狭路相逢、短兵相接，以
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掮住黑暗的闸门，放苍生到宽

阔光明的地方，许多英雄烈士牺牲在疫情防控一线。我们不
会忘记，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中不幸罹难的手足同胞，他们与
我们共度了凛冬，却没能如愿走进春天。我们也不会忘记，
在抗疫各条战线上拼搏奋战的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他们是
货运司机，是私家车主，是小店老板，是快递小哥……用一
桩桩凡人善举，用勇敢和大爱，燃起一把火、撑起一片天。
武汉市民识大体、顾大局，一分一秒挺了过来，每一扇紧闭
的门后都有无声的接力，每一次静默的凭栏都是不屈的战
斗。4 月 8 日，当离汉通道再次开启，我们看见你含泪的
笑容。

在汹涌的疫情当中，湖北人民、武汉人民不孤单。从抗
疫最前线到防疫大后方，从“天涯海角”到“漠河北极”，
从雪域高原到黄浦江畔，亿万人民并肩站立、携手行动，筑
起打不垮、推不倒的巍巍长城！

是谁，筑就这长城最坚实的根基？是千万名挺身而出的
医务工作者，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白衣为甲，其心
赤诚。

他们是光明的使者、希望的使者！阴云密布、前线告急
之际，一束束光率先刺破黑夜的铁幕，那是除夕寒夜雷霆出
征的陆海空三军医疗队，那是五湖四海集结出征的346支国
家医疗队、4.2万余名医护人员、最顶尖的院士专家，那是
毅然决然联袂出征的夫妻档、父子兵、兄弟连……舍生忘
死、慨然以赴，点燃胜利的火种，照亮前行的道路。他们是
最美的天使！生死一线时，与患者跳入同一个战壕，拼尽全
力与死神搏斗，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鲜活生命……再臃肿

的防护服也挡不住忙碌的脚步，再严实的口罩也遮不住天使
的面庞。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出征时，街道空荡、病毒肆
虐；归来时，人潮涌动、大地回春。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其
大义凛然，其大爱无疆，其大恩无涯！

这是一次全面动员。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勇挑重担，
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层干
部、下沉干部、新闻工作者、志愿者不惧风雨、坚守一线，
走访排查、体温测量、消毒消杀、转运收治、采访报道、代
购代送……没有“最硬的鳞甲”保护自己，却有最热乎的双
手、最勤快的双腿守护他人，用千辛万苦服务千家万户。

这是一场全民行动。环卫工人准时出现在清早的街头，
外卖小哥及时送达每个订单，农民兄弟按时播下希望的种
子，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辛勤工作。“我们分担寒潮、风
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病毒被隔绝、爱
却从不孤单，在那些难以忘怀的日夜里，每个人都在进行属
于自己、也属于所有人的战斗。

光荣，属于英雄的中国人民！这里，有千万万负重前行
的湖北乡亲、武汉伢子，有亿万万为武汉、为湖北、为所有
人流过汗、拼过命的人，有每一个平常而不平凡的你、我、
他。十四亿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二）

在《论持久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论断的82年
后，我们党再次举起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

人民向新冠肺炎疫情发起了
荡气回肠的人民战争、总体
战、阻击战。

泰山压顶，必有铁肩担
万钧。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
范、靠前指挥、亲自谋划，
为国家发展、百姓福祉宵衣
旰食、殚精竭虑，指引着抗
疫斗争的方向，也鼓舞着广

大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奋战到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
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大会战。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决有力，各个部门紧
密配合，各个地方协同联动，各级党组织闻令而动、全力投
入，鲜红的党旗在斗争一线高高飘扬。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是党员，我带头”“不计报
酬，无论生死”……广大党员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随时准备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数千万名党员集中为疫
情防控捐款80多亿元，数十万名党员英勇冲锋在武汉、湖北
最前线，25000多名优秀分子“火线入党”，抗疫牺牲的医护
人员中党员占到70％以上。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党中央带
领全党同志用满腔热忱的赤子情怀、上下同欲的奋斗牺牲，
向人民和世界再次宣示了永不磨灭的初心本色、舍我其谁的
使命担当。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广大人民群
众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投身这场人民战争，举国同心、众
志成城，其参战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付出牺牲之大、
战斗性质之特殊，都值得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从重症病房
争分夺秒的救治，到科研实验室夜以继日的攻关，从城乡社
区挨家挨户的排查，到工厂车间加班加点的生产，党旗所
指，民心所向。尤为震撼的是，十几亿人响应号召、服从管
理，戴起口罩勤洗手、居家战“疫”齐加油，成功把病毒

“闷死”“堵死”。看似平静，却波澜壮阔；听来无声，却石
破天惊。疫情无情，却牢固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折射出
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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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
大计”；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正在唱响新时代的大合唱。

黄河治理，千秋大计

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作为我国的第二大河，黄河流经
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
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认为，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着眼，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深入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完善我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的又一重大布局，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年来，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沿黄多个
省份印发了工作要点或召开专题会议作出部署。

河南将围绕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等重点领
域，先期启动具有引领性、示范性的八大标志性项目；陕西明
确22项重点任务，将力争全年完成营造林280万亩，完成黄
河流域水土流失治理与生态修复面积2000平方公里；内蒙古
将抓好生态保护修复、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
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工作；甘肃将推进甘南黄
河上游水源涵养、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水土流失治理和祁连山
保护等重大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

“沿黄省区总体处于北方经济片区，实现流域上中下游协
调发展，推动高质量区域经济布局，将在很大程度上破解南北
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战略
意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表示。

重在保护，要在治理

黄河宁，天下平。千百年来，黄河与长江一起，哺育着中
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但黄河又有着与长江不同的特点。

一方面，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有三江源、祁
连山等多个国家公园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但另一方面，黄
河水资源总量不到长江的7%，沿黄区域集生态环境脆弱、资
源开发强度大和贫困集中连片等问题于一体，尤其是水土流失
严重。 （下转第四版）

（更多报道见九版、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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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洲村村口前那条滁水河流
淌了几百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欢腾过。据报道，9月16日，在湖
南省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
瑶族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重温了“半条被子的故
事”。“总书记来到咱们村”的喜悦
洋溢在村民们的笑脸上，“跟党走
幸福长”的自信写在村民们的心
坎里。

对党的感情越来越深

“半条被子的故事”来自经济日
报1984年 11月 14日的一版稿件
《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
方——徐解秀老婆婆请本报记者寻
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1984年
10月份，带着一大批红军老战士的
嘱托，时为经济日报记者、后任经济
日报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开始了徒
步重走长征路采访报道的征程，在
沙洲村遇到了徐解秀老人，写下了
这个感人的故事。

得知总书记考察沙洲村的消
息，罗开富兴奋地说：“这对全国人
民都是一个巨大鼓舞。一是展示
了党始终不忘初心，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二是
提升了中华民族保持前进的战略
定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信心和
士气。三是展示了党始终与人民群众风雨同舟、
命运与共的血肉联系。四是激励着全体党员干
部砥砺奋进，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回忆当年的采访经历，罗开富动情地说：
“我 30多年来 9次赶赴沙洲村采访调研，有一
种感觉就是我和沙洲村谁也不认识谁了，因为
每次都能看到沙洲村面貌的新变化。我无疑
斗不过岁月，而沙洲村却变得越来越年轻了，
唯一不变的是沙洲村百姓对党的感情，越来
越深。”

2019年5月，电影《半条被子》在江西于都开
机拍摄，“半条被子的故事”从报纸走上银幕。罗
开富表示，剧本立意就是生动展示红军长征的艰
苦、红军与百姓的血肉联系，让人们感受到美好生
活的来之不易，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
军队伍才能赢得民心获得胜利。

共产党给了我们幸福生活

在“半条被子的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后
人——村民朱小红家中，朱小红对经济日报记者
说，“红军给了我奶奶半条被子，共产党给了我现

在幸福的生活”。他家曾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2017年，当地建设的沙洲红色旅游景区面世，
人均耕地不足0.7亩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朱
小红参加了扶贫工作队组织的厨师技能培训，开
起了一家名叫“半条被子”的土菜馆，成为沙洲村
第一个开土菜馆的人，日子越过越红火。

9月17日，记者来到“半条被子”纪念广场边，
一字排开的小摊上摆放着各种土货，村民热情地
招呼着游客尝鲜、购买。村内青石板巷一端，85岁
的村民徐良凤在自家门前支起小摊摆上了自家的
干菜。看着来来往往的游人，徐良凤高兴地说：

“党的政策好，我每月都有养老金，还能在家门口
赚钱。”

“沙洲村在2018年9月实现了建档立卡贫困
户全部脱贫。如今靠着扶贫农庄、光伏发电项目
及红色旅游，村集体账户里每年有40多万元的收
入，村人均年收入12700多元。”沙洲村党支部书
记、徐解秀的曾孙朱向群介绍，村集体收入用于为
村民代缴医疗保险、向低收入家庭发放日常补助
等方面。

“‘共产党是好人，我们要永远跟着共产党
走。只要跟党走，好日子在后头’，曾祖母这句常
挂在嘴边的话，在沙洲村得到印证。”朱向群说。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沙洲村，3名红军女战士
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仅有的一条被子
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
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人。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讲
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如今，沙洲村充分挖掘“半条被子”的红色资
源，搞好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半条被子的
故事”发生旧址、“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
红军广场以及沙洲田园综合体等文旅景点和项
目相继建成，总投资近4亿元。朱向群介绍，村里
还推出了“重走长征路”、特殊党课拓展训练等
项目。

故事，不止在沙洲村讲述。2018年7月底，
国家京剧院创作的现代京剧《半条被子》首演。
2020年9月5日，电影《半条被子》在全国院线上
映。“半条被子的故事”犹如一束光，穿越历史的时
空长廊，照进更多人的心里。

“半条被子的故事”有新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刘 亮

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积极挖掘“半条被子的故事”，用好红色资源，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图为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雕塑。 曹 航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