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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
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
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迈进。”
　　庄严的宣告响彻大江南北。脱
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
奋斗的起点，各地干部群众紧握乡
村振兴“接力棒”，满怀信心开启新
征程。

新起点，千年梦想今朝圆

　　“小康”一词，蕴含着中华民
族千百年来对安定幸福生活的不
变向往。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的云南省会泽县，如今崛起了
一座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新城，高
楼林立，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
一应俱全，8 万余人在此开启了
新生活。
　　 7 月 1 日，会泽新城如同节
日，从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广场到
扶贫车间，人们聆听着习近平总
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心情振奋。
　　“我们街道有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人口 3.1 万余人，接下来，我
们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全面
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
章。”会泽县以礼街道办事处主任
柳廷朝说。
　　云南会泽新城是中国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一个缩影。拥抱新生

活、新变化的幸福笑脸，写满神州大地。
　　新疆阿克苏市依干其乡巴格其村，凭借毗邻城区的优势
发展乡村旅游，2020 年全村人均收入突破 2 万元。
　　在甘肃定西市临洮县，当地推行农资直供、测土配方施肥
等服务，大大节省了农户成本，贫瘠的土地源源“献宝”……

新征程，扬帆起航再出发

　　脱贫只是第一步，更好日子在后头。
　　雨后，空气清新。在黑龙江省宝清县宝清镇双泉村的食用
菌基地，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木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村民们对未来信心满怀。
　　“给农业一点特色，让百姓的日子更有起色。”当地食用菌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鞠秀芹说，2018 年以来，靠着种灵
芝、栽木耳、发展赤松茸，合作社共带动 400 多户贫困户脱
贫，每户每年增收 3000 元至 8000 元，今年计划帮更多脱贫
户获得稳定收入。
　　我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三农”工作重心
正向乡村振兴发生历史性转移，“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实施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和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我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愈加完善。
　　当前，各地纷纷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上出实招，在乡村振兴上
开新局。
　　 2020 年初，四川省在 53 个县（市、区）开展建立解决相
对贫困长效机制试点。今年 4 月，四川聚焦农村低收入群体、
低保边缘户和脱贫户，全面开展易返贫致贫户风险清零行动。
　　云南明确了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及时下达
中央专项资金 80.14 亿元，下达省级专项资金 29.94 亿元，新
增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8 亿元。
　　……
　　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中国乡村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

新奋斗，咬定青山不放松

　　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让各地投身乡村振兴的
党员干部心潮澎湃、斗志昂扬，纷纷表示坚定信心跟党走、为
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光和热。
　　今年 6 月，作为四川省向乡村选派的 2099 名科技特派员
之一，已经干过一轮驻村扶贫的西南医科大学副教授夏纪毅再
次请缨，回到大凉山昭觉县。过去 3 年，他带领村民建成了 250
多亩高海拔黄芩种植基地，直接带动近 600 名贫困人口脱贫。
　　“未来，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乡村振兴战场上，继
续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乡村，让群众的小康之路走得更
稳。”夏纪毅说。
　　梦在前方，路在脚下。各地健全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
队、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社会帮扶等制度，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之势，打好、打赢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两场战役。
　　云南继续实施 290 个省级单位包乡驻村，抓示范引领，
新派 2.5 万名工作队员驻村；黑龙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
稳定，坚持和完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等制度……
　　“在新的征程上，我将继续立足乡村振兴，发展特色产业，
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为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而
努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黑龙江省绥棱县靠山乡靠山村原
第一书记陈华说。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各地干部群众正意气风发、斗志昂
扬地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奋力前行！   （执笔记者：吉哲鹏；参与记者：吴光于、
杨静、杨思琪、何军、王朋）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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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 7 月 5 日电(记者史卫
燕、薛宇舸)一位 71 岁的老人，终日奋战在
高温火花中，只为给我国焊接事业贡献
力量。
　　说到他的坚持不懈，他的亲人会心疼
无奈；谈起他的无私培养，他的徒弟们会红
了眼眶；了解他的淡泊名利，人们都不由被
他的平凡而伟大深深折服。
　　 1985 年，艾爱国入党。秉持“做事情
要做到极致、做工人要做到最好”的信念，
他在焊工岗位奉献 50 多年，多次参与我
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关，攻克数百个焊
接技术难关。作为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
他倾心传艺，在全国培养焊接技术人才
600 多名。

  “钢铁裁缝”几十年练就“钢

铁”本领

　　【外面鹅毛大雪，他的工作服却拧出了
汗水】
　　 1969 年，19 岁的艾爱国扛着行李从
湖南的罗霄山脉来到湘江边的湘潭钢铁
厂，由知青变为焊工。
　　 1983 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
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新型贯流式高炉风
口。如何将风口的锻造紫铜与铸造紫铜牢
固地焊接在一起，成为项目的最大难关。还
是普通焊工的艾爱国，主动请求一试，他提
出采用尚未普及的氩弧焊工艺，当时国内
还没有先例。
　　艾爱国用湿棉被挡住身体，用石棉绳
缰包住焊枪，在高于 700 ℃的高温材料旁
持续奋战。寒冬腊月，外面鹅毛大雪，而他
一身工作服却拧出了汗水。
　　整整 5 个月的奋斗后，经 X 射线检
查，他焊的 21 个风口全部符合国家技术
标准。因在这次攻关中表现突出，艾爱国荣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艾爱国在技术突破上从不满足。全国
职工自学成才奖、中华技能大奖、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凭借高
超技能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
业攻克技术难关 400 多个，获得数不清的
奖项。
　　【“钢铁裁缝”练就“钢铁”本领】
　　作为钢铁厂的焊工，艾爱国自称为“钢
铁裁缝”。几十年如一日的理论钻研与实践
操作，练就了“钢铁”般的硬本领。
　　湘钢人都知道，艾爱国没有什么业余
爱好。每天下班回家，上了楼就不再下楼，
一头钻进焊接理论书籍中，常常研读到
深夜。
　　在同事们看来，艾爱国在焊接过程中
分毫不差，这个人简直是“特殊材料做的”。
　　艾爱国最擅长的是焊紫铜，这是让很
多焊工都望而却步的领域。为焊接一个地
方要把整个铜件加热到七八百摄氏度，人
很难接近。
　　“焊紫铜的时候头发紧贴头皮、皮肤绷
紧，手会不自觉地颤抖。不知道自己能坚持
到第几秒，手也会因为高温出现一片片的
红色水泡，可以说，对心理和肉体都是一种
煎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爱国
的徒弟欧勇说，“面对这样的身体极限，人
的本能是逃避，而师父是勇于面对。”

“如师如父”精心培养焊接人才

　　【汗臭、卷尺和专业书】
　　 50 多年来，艾爱国手把手培养的
600 多个徒弟都已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他们当中，不少人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师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汗臭
味’。”欧勇告诉记者。天热的时候，他安全
帽上放草帽，肩膀上搭一条毛巾，就外出干
活了。焊工出汗多，有时候加完班回来，浑
身一股汗臭味。人家说“哎，劳模，赶紧去洗
澡啦，下班休息了”，他说“等会儿”，就喊上
徒弟来练习，抓住他们的手，一个一个
地教。

　　艾爱国对工具的爱惜出了名。
　　卷尺是焊接的常用小工具。一次，艾
爱国的徒弟吴涛刚领了一把新的卷尺，
气割的时候有火花，把卷尺烧坏了。艾爱
国非常心疼，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
烧坏过一把卷尺，随身用的工具就是你
吃饭的家伙，你不能吃着饭就把碗筷扔
掉了。”
　　“焊工是易学难精。没有爱好，就不会
动脑子，就是机械式地干活。”艾爱国常说，
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最新锅炉压力容器
焊工培训教材》《焊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书，
随身带着各类专业书籍送给徒弟，指导
学习。
　　【无偿培养下岗工人和农村青年】
　　近年来，艾爱国着力无偿培养下岗工
人和农村青年，先后向 200 多人传授焊接
技术。他常说：“做好传帮带，实现高技能人
才的传承，是我的责任。”
　　“如师如父”是徒弟们对他的定位。
　　来做学徒的农村青年没有地方住，他
就自己想办法腾出办公室让他们住下。每
次徒弟们去家里，他都坚决要求不要带任
何 礼 物 ，却 默 默 为 他 们 准 备 一 桌 子 的
零食。
　　他连续多年坚持免费给个体户、民办
企业的焊工培训上课，每次都是“满座”。他
开启“在线答疑”模式，所有工人都有他的
微信，有事找他，他总是有问必答。
　　农村孩子刘四青父亲早逝，他 15 岁
开始跟随艾爱国学习焊工，一学就是 6
年。艾爱国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生活，指导
他的学习。“培训完后我去新疆工作三年，
后来回湘潭工作，他去我们公司做技术指
导，一眼就看到了我。”刘四青说，“他一直
在关心着我们的成长。”

“当工人就要当一个好工人”

　　【年过 7 旬，仍战斗在生产科研第
一线】
　　艾爱国在湘钢工作一辈子，最高职务
就是焊接班的班长。他的老同事、退休职工
李宁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领导想从职务
的角度提拔他，但艾爱国婉言谢绝领导好

意，“我还是安心从事自己的岗位”。
　　艾爱国的女儿在广东生活，前几年
想接退休的老父亲过去享清福，却因此
和艾爱国争吵起来。“你如果想让我多活
几年，就让我继续工作，工作对我来说才
是休息。”艾爱国说。
　　如今他已 71 岁，却仍然战斗在湘
钢生产科研第一线。早上 7 点半前上
班，下午 6 点半后下班，艾爱国的作息
如时钟一般规律。他一个人生活，早饭和
中饭在厂里吃，晚饭就自己做清粥、
面条。
　　在湘钢，一线生产工人都是开着小
轿车上下班，可艾爱国还是几十年不变
地骑着他那辆破旧自行车。同事们劝他：

“你那么出名了，也该买辆汽车享受享
受。”他总摇摇头说：“骑自行车挺好，省
事。”
　　【干到老学到老，永葆工人本色】
　　有记者发现艾爱国在人民大会堂领
受“七一勋章”时穿的还是工作皮鞋，惊
讶地问他原因。
　　“天天都穿工作皮鞋，脚已经习惯
了，其他鞋一穿就打脚。”艾爱国乐呵呵
地说。领奖当天的西服也是好多年前买
的，一直舍不得穿。因为缺一条西裤，他
就带着西服去商店挨个配颜色，舍不得
买一套新的。
　　“一定要保持工人本色，当工人就要
当一个好工人。”艾爱国说。
　　干到老、学到老，艾爱国坚信，实践
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理论中找答
案。在高难度的焊接任务中，有很多罕
见的金属材料。通过反复研究、累积实
验，艾爱国对材料的优缺点都了然于
胸。组建焊接研究室后，他的工艺研究
对焊接技术起到了大作用。令全厂职工
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事科研，艾爱
国 58 岁时自学了五笔打字和工程制图
软件。
　　 50 多年来，艾爱国以“拼命三郎”
的劲头引领着我国焊接事业不断发展。

“我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是达到极致。只有
做到极致，才能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他说。

　　新华社北京 7 月 5 日电（记者于佳
欣、贾伊宁）100 件文物，100 篇报道，100
集视频……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配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新华社推出 100
集融媒体大型系列报道“红色百宝 奋斗
百年”，以融媒体方式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
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报道持续 5 个
月全网阅读量达 50 亿次，引发不少网友

“追剧式”学党史。
　　这是一次全国范围内整合红色文物
资源的全新报道尝试。在“百宝”中，既有

毛泽东手书“奋斗”二字、李大钊使用的风
琴、焦裕禄的藤椅等承载革命先辈精神的
珍贵文物，也有贵州苟坝村的马灯、《朝鲜
停战协定》档案件、“入世槌”等见证历史
时刻的重要物件，还有三峡大坝图纸、火
神山医院设计手稿、“十大建筑”的借调函
等重大工程的宝贵资料，几十件文物为首
次公开“露面”或全方位展示。大量文物线
索为新华社报道团队赴各地深入采访、广
泛征集而来，其中，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
局、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选取提供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有 50
余件。
　　承载厚重历史的文物，通过融媒体
报道方式讲述出“青春范儿”。系列报道
通过文图视频协同，实现立体呈现、多渠
道传播，既深挖细节增强故事性，又创新
标题创作、叙事表达增强贴近性，并设置
答题环节强化与受众互动，还在清明、五
四等节点推出特辑，拉近受众与历史的
距离。
　　据不完全统计，系列报道共有 40 多

集全网置顶或冲上微博热搜。其中，《被
编号为 0001 号文物的绞刑架》《这幅手
书彰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被历史
铭记的 1977 年高考准考证》《这件“战
袍”，承载中华民族飞天梦想》等引发网
友广泛互动。党史专家指出，这一报道从
党史文物入手，挖掘革命文物承载的红
色故事、红色基因，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有益辅助材料。
　　报道还得到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融媒报道
生 动 展 示 建 党 百 年 奋 斗 历 程

大国工匠艾爱国：做工人要做到最好

“ 七 一 勋 章 ”获 得 者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

 6 月 12 日，艾爱国（右一）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实验室和同事探讨焊接技术。     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