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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建华、胡锦武、余贤红、李天启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中年龄最小
的 95 岁，最大的已经 107 岁。

这是一群不老的传奇：他们身上，有对死
生的坦然无畏，对信仰的坚定纯粹，对生活的
乐观豁达……

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红军。

在江西赣南，记者寻访了十多位健在的
老红军、红军失散人员和老苏区干部。在和他
们对话时，我们感受到跨越时空的精神之源、
历久弥新的人格力量。

“红军是我们大恩人，当兵就要当红军”

心灵深处的红色记忆

98 岁的红军失散人员廖月英已卧病在
床多年。在赣南大山深处生活了一辈子的她，
听闻有人来采访她当红军的事，愣是在儿子
儿媳搀扶下爬了起来，精神出奇的好。

廖月英是赣州市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
人，2 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1932 年，年
仅 12 岁的她跟随哥哥参加了红军，专门负责
给大山里的游击队送信。

“山里有豺狼、野猪，我就拿棍子东敲一
下、西敲一下。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我还把信

藏在牛粪下。后来，部队对我进行过嘉奖。”
老人注目远方，高兴地向我们述说着。

老人说，她爷爷是游击队员，外公在长
征中牺牲，在自己生完小孩不久，丈夫也去
参加了革命，后来也杳无音讯。

“这可能是母亲唯一还清楚的记忆
了。”廖月英 73 岁的儿子龚发富说，老人年
事已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多数事都没
了记忆，唯独当红军的事念念不忘。

苏区时期，参军参战的赣南儿女有
93 万余人，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仅有
名有姓的烈士就有 10 . 8 万人。在二万五
千里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三位赣南
子弟倒下。

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样
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
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
士？———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

书中如是问道。
在赣县南塘镇石院村，我们见到了

102 岁的钟祖鉊。苏区时期，村里 16 位钟
氏同宗兄弟结伴参加红军，13 位成为烈士
并绝户，最后回来了 3 位，至今仍健在的只
有钟祖鉊。80 多年来，每天起床后钟祖鉊
做的第一件事，是拄着拐杖从卧室走到厅
堂，向挂在墙上的毛泽东主席画像行军礼。

“红军是我们的大恩人，当兵就要当
红军。”土地革命时期，钟祖鉊一家没有
饭吃，只得靠租田谋生，是红军来了才有
地可耕。为了支援革命，钟氏兄弟踊跃参
军。 (下转 2 版)

永远的红军

▲这是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拍摄的罗
长生老人（5 月 8 日摄）。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 8 月 29 日下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
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是
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
要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党对改革
的领导，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狠抓改革
落实，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
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
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
总结运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
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将改革
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
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关于探索建立
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建
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关
于加强法官检察官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意见》、《关于上海
市开展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框架意
见》。会议审议了《关于脱贫攻坚责任制实
施办法落实情况的督察报告》、《宁夏回族
自治区关于空间规划(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情
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
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完善主体功
能区战略和制度，要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作用，推动主体功

能区战略格局在市县层面精准落地，健全
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协同发展长效机
制，加快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为优化国土
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创新国家空间发展模
式夯实基础。

会议指出，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
合长效机制，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重要途径。要加强财政支农政策顶层
设计，优化财政支农投入供给，推进行业内
资金整合与行业间资金统筹相互衔接配
合，理顺涉农资金管理体系，创新涉农资金
使用管理机制，改革和完善农村投融资体
制，切实提高国家支农政策效果和支农资
金使用效益。

会议强调，在全国范围内试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在总结前期
试点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
偿解决途径等，形成相应的鉴定评估管理
与技术体系、资金保障及运行机制，探索建
立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会议指出，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是健
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的探索性实践，对于
从源头上遏制村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
用。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设计，进一
步规范监督主体、内容、权限和程序，完善
村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切实保障
村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村集体利益，提升乡
村治理水平。 (下转 2 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三十八次会议强调

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运用规律
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

李克强刘云山出席

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东西部扶贫协
作经验交流会 8 月 29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
示。批示指出：一年来，各有关地区和各部门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团结进取，扎
实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在项目资金支持、人
才技术支撑、产业发展合作等方面不断加大

工作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应予充分肯
定。当前，推进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
帮扶双方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切
实做好新形势下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重
要讲话精神，总结经验，再接再厉，继续以
深度贫困地区为重点，进一步创新完善协
作模式，加强精准帮扶，切实提高脱贫工作

实效，努力在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上取得更大进展，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持续不懈打好脱贫攻坚战，带
动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走上致富
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国
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
长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下转 3 版)

李克强对东西部扶贫协作经验交流会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创新完善协作模式 加强精准帮扶

带动更多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河北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在各地方、国有林
场和林区、广大林业工作者中
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以塞罕
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为榜样，
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大力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共同建设美丽中国，为子孙
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优美环境。

牢记使命担当，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

“为首都阻沙源、为京津涵
水源”，这是 55 年来塞罕坝林
场始终不变的职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
示，让塞罕坝林场第一代职工
赵振宇非常激动：“建场初期，
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经
受住艰苦条件的挑战，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终于换
来了今天百万亩人工林海。不
折不扣完成好党和国家交给的
生态建设任务，习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让我们无尚光荣，再苦
再累我们也无怨无悔。”

保护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的
根本利益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利
益。三代塞罕坝人的接续奋斗
充分证明，只要以坚定的恒心
和毅力加快推进生态修复，一
代接着一代干，驰而不息，久久
为功，一定能够实现生态环境
根本性改善。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所长张宝义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京津冀生态环境治理取得
明显成效，但与人民群众的期
望还有距离。搞生态文明建设，
特别需要塞罕坝人那种勇于担
当的精神，以更大的决心、更高
的标准、更硬的举措，早日把京
津冀建成更加耀眼的绿色明
珠。”

“茫茫荒原完全可以变成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完全可以
变成金山银山。”中央财办副主任杨伟民表示，站在生态文明建
设新起点上，要通过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创新产权模式、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等措施，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地处西北地区的宁夏，东、西、北三面被沙漠包围，荒漠化土
地面积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生态环境脆弱。宁夏回族自治区林业
厅厅长马金元说：“我们要借鉴塞罕坝的成功经验，弘扬塞罕坝
精神，从今年秋季开始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到 2022 年全
区将完成营林造林任务 500 万亩，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 16% 的
目标。”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瓦屋乡丁家溪村造林大户刘洪喜 10 年

间造林 1200 亩，又带动 20 多户村民自发造林 4000 多亩，并发
展林下养鸡、养羊等产业，农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起来。“我们也
像塞罕坝一样靠种树重新恢复植被，并因此改变了的生存命运，
求得了长远发展。”刘洪喜说。

弘扬创业精神，让祖国大地披上绿装

春华秋实，塞罕坝今年春天在石质荒坡种下的樟子松，正越
长越壮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住改革奋进的发展期，实施攻坚
造林计划，植绿最后的荒地。”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说，艰苦创
业是塞罕坝的传家宝，任何时候都不能丢。

这几年一直从事攻坚造林的塞罕坝林场职工范冬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每个塞罕坝人都无比自豪、干劲十
足。“在石质荒坡上种树，可能比前辈在平地上种树还要苦，
但我们绝不会放弃，要一棵接一棵地种，早日让绿色铺满塞罕
坝。”

绿色事业，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一项艰苦的事业。
对塞罕坝生态建设的历程，甘肃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感

同身受。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郭万刚的父亲就在八步沙
植树造林，是当地有名的治沙“六老汉”之一。今年 66 岁的郭万
刚参与治沙也已经 35 年了。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八步沙林场完成了 20 多万亩治沙任
务，昔日寸草不生的荒漠长满了花棒、梭梭、刺槐等林木。“生活
在沙漠边的人，对生态变化的感触更深。只要还能动，我们就会
治沙不止。”郭万刚说。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十分繁重，尤其是西部地区还
缺林少绿，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林业局局长张
建龙说，全国剩余的宜林荒山荒地 60% 分布在像塞罕坝这样的
干旱半干旱地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才能进一步改善全国生态
状况。

“在塞罕坝精神的激励下，造林绿化在河北大地蔚然成风。”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表示，全省将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坚定不移化解过剩产能，培育壮大绿色循环低碳经济，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下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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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
者侯雪静)国务
院扶贫办主任刘
永富 29 日表示，
2013 年至 2016
年我国现行标准
下的农村贫困人
口由 9899 万人
减少至 4335 万
人 ，年 均减少
1391 万人。

“十八大以
来的脱贫成效不
仅创造了我国扶
贫史上的最好成
绩，而且使中国
的减贫事业继续
在全球保持领先
地位，彰显了我
们的政治优势和
制度优势。”刘永
富说。

受国务院委
托，刘永富 29 日
向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作国务
院关于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的报
告。刘永富介绍，

2013 年至 2016 年，农村贫困发生率由
10 . 2% 下降至 4 . 5%，年均下降 1 . 4 个百
分点。与前几轮扶贫相比，不仅减贫规模加
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规
模逐年大幅递减的趋势，每年减贫幅度都
在 1000 万人以上。四年来贫困地区群众收
入增长较快，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保持两
位数增长，年均实际增长 10 . 7%。

刘永富表示， 2017 年是脱贫攻坚承
上启下，全面深化的关键一年。围绕“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实现脱
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的总目标，始终坚持“两不愁三保
障”脱贫标准，既不吊高胃口也不降低标
准，坚持实事求是，不好高骛远，确保贫
困人口科学合理有序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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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的航拍画面（ 2016 年 12 月 1 日摄）。

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保护站 8 月 29 日下午开通卫星通信固定
站，标志着青藏高原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通过互联网联通世界。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8 月 29 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采菱人在水
中采摘菱角。秋风起，江南水乡迎来采菱季。

新华社发(还月亮摄)

秋风起 采菱忙
近日，贵州省剑河县南明镇引进并试种成功

的 70 余亩“剑红藜”品种红藜麦进入收获季节。农
户们抓紧采收供应市场。 新华社发(杨文斌摄)

红藜麦 喜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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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之《众

行致远》。

■新媒接入

可可西里“联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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