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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1日电 2 月 11

日 中 国 农 历 除 夕 上 午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两国

元首就中国牛年春节相互拜年，并就

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

交换意见。

拜登向中国人民拜年，祝愿中国人

民春节快乐、繁荣发展。习近平再次祝

贺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并祝中美两

国人民新春愉快、牛年吉祥。

习近平指出，过去半个多世纪，国

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

关系恢复和发展。虽然期间也经历了

不少曲折和困难，但总体不断向前，而

且取得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

也促进了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美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

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

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

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美关系正处

于重要关口。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

盼。你说过，美国最大的特点是可能

性。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朝着有利于

两国关系改善的方向发展。两国应该

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

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

利益，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世界

经济复苏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应

有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美在一些问题上会

有不同看法，关键是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以建设性方式妥善管控和处理。

两国外交部门可就双边关系中的广泛

问题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沟

通，两国经济、金融、执法、军队等部门

也可以多开展一些接触。中美双方应

该重新建立各种对话机制，准确了解彼

此的政策意图，避免误解误判。要分清

哪些是分歧，要很好管控；哪些有合作

意义，共同推动走上合作轨道。台湾、

涉港、涉疆等问题是中国内政，事关中

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美方应该尊重中国

的核心利益，慎重行事。

习近平强调，面对当前充满不确定

性的国际形势，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承担着特殊国际责任和义

务。双方应该顺应世界潮流，共同维护

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

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

拜登表示，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

伟大文明的国家，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

民。美中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可以在气

候变化等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美方愿

同中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开展坦诚

和建设性对话，增进相互理解，避免误

解误判。

两国元首都认为，今天的通话将向

世界释放积极信号，双方同意就中美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对于走过百年历程的中国共产党

来说，有种勇气，叫做“不畏艰难险阻，

不惧流血牺牲”；有种担当，叫做“站在

时代潮流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

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有种精神，

叫做“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

在 2021 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要求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植根人民群众，始

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这是风雨

无阻向前进的奋发姿态，这是在新时代

创造新的历史业绩的奋斗豪情！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是

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立足当下，站在“两个一百年”

的历史交汇点，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孜

孜以求的小康梦想即将实现，解决困

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

得历史性成就；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正在召唤我们以全新

的状态去奋斗。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2021年，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百

年华诞。回首看，百年历程苦难辉煌。

从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出发，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山河破碎时浴血

奋战，于一穷二白时奋发图强，乘改革

开放的春风、思想解放的大潮而上，在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砥砺

前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育先机开

新局……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每一

步都镌刻着为民的信念、创新的激情、

奋斗的艰辛。

抬眼望，民族复兴前景光明。但我

们同时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

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

骇浪”“没有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是

顺顺当当实现的”。珍惜发展好局面、

巩固发展好势头，尤需广大党员干部不

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

担当使命，继续激发“给予人者多，取与

人者寡”的孺子牛精神，继续激发“敢教

荒原成沃野，誓将沙碛变新洲”的拓荒

牛精神，继续激发“老牛亦解韶光贵，不

待扬鞭自奋蹄”的老黄牛精神，在化危

为机中赢得历史主动，在攻坚克难中焕

发新的气象。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勇做只争朝夕的

行动者、脚踏实地的实干家，新一年就

能汇聚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

量。千秋伟业，百年只是序章。奋进新

时代、开启新征程，坚持新理念、构建新

格局，我们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中

华民族必将在历史洪流中昂然屹立、挺

立潮头、勇创辉煌。

扫屋采买，腊味飘香，随处可见的

大红“福”字在瓦蓝的天空下格外耀

眼。时值腊月，位于秦巴山深处的陕

西省平利县老县镇的锦屏社区年味

正浓。

锦屏社区是陕南区域规模较大的

一个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小区。近几年来

先后有11个村的高山危住户、地质灾害

户和贫困户，共计1346户4173名群众，

从坡陡路断的大山深处搬迁至此，开启

了“山民变居民”的社区新生活。

2020 年 4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陕西考察时来到锦屏社区，与搬迁

群众拉家常、话发展。他语重心长地

说，移得出、稳得住、住得下去，才能安

居乐业。

如今，9个多月过去了。当地干部

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围绕“长效机

制”这一关键点做实做细，搬迁群众不

仅实现了稳增收，也迎来了新生活。

就业近了 收入稳了

擦玻璃、挂灯笼、买年货……搬迁

户张运弟家的“牛年”，还多了一件喜

事，那就是“接车”过年。

“脱贫后，家里有了些钱，现在路

修好了，有个车更方便呢。”张运弟说。

之所以敢买车，是因为收入稳。

张运弟告诉记者，丈夫在镇里企业上

班，每月工资 3000余元；张运弟自己在

社区工厂，每月也有 2000 多元收入。

家里除去日常开支，还有些结余。

从深山老林到新社区，从贫困户到

“新居民”，从“全靠腿”到“有车族”，张

运弟家的变化，离不开当地打造社区工

厂等一系列后续就业服务平台的支撑。

火光一闪，一个变压器元件焊接完

成。经过几个月的练习，52岁的居民汪

显明实现了从新手到熟练工的转换。

“赶完这批订单，就回家过年。”汪

显明说，如今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自

己过去一直在广东打工，2020年8月辞

工回到家乡，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的三

秦电子加工厂上岗就业。“每月 2000多

元的收入不算很高，但生活开支小，还

可以照顾家，两全其美。”汪显明说。

社区工作人员陈敬新说，搬迁社

区群众或就近务工，或在社区工厂上

班，或在山上的产业园种茶，相继有了

稳定的收入。目前在社区工厂就业和

就近就业的锦屏居民已达300多人。

“安稳”的不仅是群众，企业也是

“水涨船高”。三秦电子加工厂负责

人孙自学说，虽然前期受到了疫情影

响，但 2020 年下半年后订单爆满，已

经排到 2021 年 4 月。在平利县，类似

的社区工厂还有 80 多家，累计吸纳搬

迁群众 6000 多人，形成了毛绒玩具、

服装手套、电子元件、手工艺品等 4 个

产业群。

既学知识 又强体魄

在距离锦屏社区 10分钟路程的老

县镇中心小学，刚刚参加完劳动实践活

动的学生胡梓瑄说：“亲手种土豆，让我

懂得了粮食的珍贵，也让我学会在以后

的生活中更加尊重劳动成果。”

提高乡村教育品质，是帮扶搬迁

群众“住得下”的关键一环。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所小学考察时，曾情深意

切地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

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

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

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

就是强身健体。”

为了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充实而

有意义的寒假，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

学制定了学礼仪、沐书香、强技能、健

体魄、观影片为主题的假期计划，学校

老师通过线上送辅导，线下组织实践

活动，让孩子既学知识，又强体魄。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坚守初心，再创历史辉煌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春节团拜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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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栏 的 话 2020 年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基层一
线考察调研，访农户、入社区、
进企业，了解当地经济发展和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情，着力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充分彰显了
总书记真挚深厚的人民情怀。

即日起，本报开设“总书记
的深情牵挂”专栏。围绕易地扶

贫搬迁、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等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重大事
项，本报记者深入总书记考察调
研过的地方，与广大读者一起重
温感人场景，反映各地贯彻落实
总书记指示要求的举措和成效，
展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新成绩，
以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凝聚起奋斗“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锦屏社区所在的陕西省平利县老县镇航拍图。 沈奕君摄

“留岗红包”暖人心
——贵州多举措保障务工人员安心过年

本报记者 吴秉泽

2 月 10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

区一处文化市场，市民在选购春节装

饰品。春节期间，灯笼、春联、年画等

饰品热销，文化消费市场红红火火。

王 春摄（中经视觉）

跟着“小哥”送快递
本报记者 李芃达

2月 4日是腊月廿三，北方农历“小

年”，早上 6 点，天还没亮，中通快递小

哥荣佳新和北京建国门网点的小伙伴

们就开启了忙碌的一天。

荣佳新借着路灯的光亮快速在一

大堆包裹中找到属于自己派发的快递，

麻利地装进快递车内，扫描包裹二维码

录入信息、按照送货顺序将快递摆放整

齐、固定好小推车……整个过程行云流

水。今年 25 岁的荣佳新笑着告诉记

者，他从事快递行业 5年多，早就是“快

递老哥”了。

怕冷却不敢穿护膝

100 多件包裹装了满满当当一车，

坐上“敞篷”快递车，记者跟随荣佳新开

始送快递。冷风吹过，记者不由得打了

个寒战。

“每到冬天，骑车时膝盖冻得很痛，

风大的时候疼得格外厉害。不过，自从

穿上妈妈从老家寄来的棉裤，暖和多

了。”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不穿上厚一

点的护膝，荣佳新摆了摆手说：“我负责

的这个小区大多都是老楼，没有电梯，

穿得太厚影响爬楼梯，有时候要连续送

六楼的快递，出一身汗容易着凉。”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处老小区，荣佳

新说，之所以每天最先送这里，是因为

这附近的居民以老年人为主，包裹投放

到快递柜有些人不会取，比较重的物品

放到门卫室老人自己又搬不动。最关

键的是，很多老人一大早就要去买菜，

必须赶在他们出门前送快递上门。

停好快递车，记者跟着荣佳新背着

一大包快递一路小跑进入小区。楼梯

两级并三级、一层又一层……虽然手中

拿着快递，但荣佳新上楼的速度丝毫不

受影响。当天要送到五六楼的快递不

少，几趟下来记者已经气喘吁吁。“要不

你在这等我吧，这个小区的快递没剩多

少了。”说话间，荣佳新又上楼了。

“小荣，今天来得有点晚啊。”“是

啊，王叔，最近快递有点多。”

“这儿的居民你都认识啊？”面对记

者的好奇，荣佳新笑着说：“基本上吧，

天天打交道，早就熟了。”

在老小区送快递，不仅体能得好，

还需要足够的耐心。“有的老人不会在

手机上下单，有的遇到快递破损等售后

问题时不知道找谁。不忙的时候我会

教他们怎么操作，多点耐心，工作也方

便很多。”荣佳新说，现在很多老人都加

了我的微信，他们还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预约送货时间。

写字楼装进脑子里

荣佳新负责送货的区域还有写字

楼。“这里的商户大多 9 点半以后才上

班，送完小区再来写字楼，时间刚刚

好。”穿梭在银河 SOHO 写字楼 D 座，

记者仿佛置身在巨大的迷宫中，荣佳新

却能准确说出每一家公司的具体位

置。“其实这不难，以南北为坐标系，门

牌号大的、小的都在北边，中间的在南

边，多跑几趟就都记住了。每天送货之

前，脑子里已经形成了路线图，送快递

同时顺便也把附近商户需要寄出的快

递一并取了，避免走回头路。”荣佳新一

边拉着小推车，一边讲述送货小窍门。

边走边聊，我们遇到一位要给东

北老家寄年货的刘女士。她告诉记

者，今年第一次在北京过年，新春佳节

不能同父母团聚有些遗憾，要给家里

寄点特产。 （下转第二版）

2 月 5 日是腊月廿四，按照传统民

俗是南方的农历小年。傍晚时分，在贵

阳市南明区后巢乡中铁八局三公司贵

阳轨道交通三号线项目部，欢声笑语不

断，食堂被装点得格外喜庆，金灿灿的

“ 福 ”字 尤 为 醒 目 ，浓 浓 的 年 味 扑 面

而来。

当天，该项目部的 120多名工人和

30 位管理人员齐聚一堂共庆佳节。今

年，他们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留在工地

上度过春节。

酸菜猪肉馅饺子、醪糟汤圆、红菜

薹炒腊肉等一道道带着浓浓家乡味道

的菜肴端上了餐桌，让身在异乡的工人

们通过“舌尖上的味道”找到了家的感

觉。为让就地过年的工人们能体会到

家乡的年味，项目部提前让他们点一道

家乡菜，食堂照单做菜。

来自辽宁丹东的肖润泽是第一次

在工地过年，“项目部给大家做了家乡

菜，虽然不能回家，但也让我体会到了

浓浓年味”。

连日来，贵州各地相继出台多项政

策，鼓励在黔务工的外省人员就地过

年。该省在《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

务保障工作若干措施》中，要求各地加

强生活物资保障，丰富文化体育活动，

让就地过年“年味”不打折。

贵州省总工会在今年春节前后，计

划筹集近 1800 万元资金开展“迎新春

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面向在黔

务工人员以及重点用工企业开展“两

节”送温暖、送岗位信息等活动，通过发

放“留岗红包”、春节消费券等方式，落

实好工资、休假等待遇保障，让务工人

员就地安心过节。

同时，贵州省工会组织还计划依

托已经建成的 1 万余个城区户外劳动

者综合服务站为就地过年的务工人员

提供服务。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省已

设置农民工服务点 2663 个，慰问农民

工 4.2 万人，为 171.9 万人次提供了就

业服务。

在生活物资供应方面，贵州省提

出，将全面落实“菜篮子”市（州）长负责

制，加强肉类、蔬菜、水果等重要储备商

品管理，做好产销衔接，确保粮油肉蛋

菜果奶等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和价

格平稳运行。

此外，贵州还积极引导和支持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卖场、生

鲜电商、物流配送企业保持正常运营，

确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同时

倡导社区、乡村零售网点在春节期间的

日营业时间不少于8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