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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同外国专家举行新春座谈会 丁薛祥出席 （据新华社电）

为喜迎春节，北
京市密云区推出文艺
演出过大年、舌尖美
味过大年、非遗民俗
过大年等9大类近百
场次文化活动，为广
大市民和游客备足了
新春“文旅大餐”，全
方位展示该区春节的
独特风情和欢乐氛
围。图为近日古北水
镇举办的花会巡游吸
引不少游客观赏。

农民日报·中国
农网记者 芦晓春 摄

新华社北京 2 月 4 日电 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
题教育总结会议 4 日在京召开。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主题教育总结报告和关于巩固
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意见时发表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全党
紧扣“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总要求，聚焦主题主线，明确目标任务，
突出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
学促干，与做好开局之年工作紧密结合，
特别是着力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问题、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
达到预期目的，取得明显成效。

习近平强调，要巩固拓展主题教育
成果，抓好意见落实，形成长效机制。要
持续加强理论武装，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通过坚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悟规律、明
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固本培元、凝心铸
魂，进一步打牢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
础。要持续推动解决问题，继续抓好整
改整治、建章立制，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
到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让人民群众有
获得感。要持续改进作风，落实“四下基
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走
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纠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切实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工作。要大兴务实之风、清廉之风、俭
朴之风，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全党组织
开展好集中性纪律教育。要持续夯实基
层基础，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
锋模范作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要持续抓好落实，树牢正
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因

地制宜，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更好将
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成效。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起主
体责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蔡奇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主题教育取得的明显成效，
对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提出明确要
求。我们要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蔡奇指出，这次主题教育之所以能够
取得明显成效，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
导，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直接领
导、全程指导、示范引领。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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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
重要讲话 对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蔡奇出席总结会议并讲话

2024年2月1日，天津市西青区第六埠村村民杜洪刚
家里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一下
列车就来到去年海河特大洪水受灾的第六埠村，看灾后
重建情况，同村民们一笔一笔算灾情损失和灾后生产发
展、就业增收账。

这些年来，每到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总会以各种
方式来到农民中间。在这团圆的日子里，农民群众把他当
成“自家亲戚”，邀请他一起制作特色小吃、品尝年节美
食。他也与群众一起打糍粑，炸饹馇、年糕，磨豆花……
他在哪里，农民的笑声就在哪里，浓浓的暖意就在哪里。

沿着时间的河流回溯到2013年2月3日，那一天也是
农历北方小年，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后第一次春节
考察，选择了有“瘠苦甲于天下”之称的甘肃定西、临夏。
在那里，他说：“咱们一块儿努力，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一诺重千钧。这些年来，在祖国的山野边陲，与最基
层农民群众的深情交谈中，他不断思考和谋划着乡村的
未来、国家的未来；在中南海擘画民族伟业宏伟蓝图时，
他又始终心系农民，“一个也不能少”地牵挂着最广大的
农民群众。

他的心，永远和农民在一起。
一块儿努力，日子就会越过越红火。

越是忧心，越是牵挂；越是深情，越
是放不下；越是喜庆的日子，越是要在一
起。对人民领袖习近平来说，回到土地
上，回到村庄里，回到农民中间去，是他
刻在记忆里的乡愁

从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深入内蒙古阿尔山
市；到踏着皑皑白雪进入河北张北县德胜村；再到乘车
沿着坡急沟深的盘山公路，往返4个多小时，深入四川
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县三河村和火普村……

这些年的春节考察慰问中，习近平总书记顶风冒
雪，奔波在那些崎岖的山路上，去到那些偏远的村庄里，
像“自家亲戚”一样坐上许许多多农民家的炕头。

他问得细，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玛吉格家的蒙
古包中，他问“小孩上学远不远？”“看病、购物方便不方
便？”“家里养了多少只羊、多少匹马？”“收入怎么样？”在
贵州毕节市化屋村村民赵玉学家，他问“做饭用电，电费
贵不贵？”“有了自来水，洗澡都有热水吧？”问的都是细
微之处设身处地的关心。

他看得实，在河北德胜村徐万家里，他掀开锅盖看热
腾腾的包子；在四川三河村吉好也求家，他俯下身子摸床
褥、被子，看够不够厚实。锅盖铺盖里，装着群众真实的吃
穿用度。他惦记百姓锅里的民生，关心农民被褥的冷暖。

他和乡亲们处得亲，在甘肃渭源县元古堆村老党员
马岗家中，他看到屋里的水缸，特意舀起一瓢尝尝水质。

“水瓢上还有些许陈渍，总书记没有犹豫就把水喝了下

去。”马岗的孙子、放假回家的大学生马海龙牢牢记住了
这一幕，“总书记是真的关心我们能不能喝上安全水，他
心里装着我们普通老百姓。”

与农民群众一起迎新年，也许源自他心中最为深
沉的惦念。

农业农村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短板，农
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仍然还有不小的差距，城乡不平衡
仍然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

除了对“群体”的重视，那一个个具体而真实的“个
体”更是总书记心里深切的牵挂。山西省汾西县段村
脱了贫的蔡文明羊养得怎么样、家庭收入多少、生活好
不好？“5·12”汶川特大地震过去10年，灾后恢复重建
得怎么样？映秀镇上蒋维明一家经营的制茶坊有销路
吗？杨云刚开的博爱新村饭店有客人吗？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仍然在农村。”“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
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农民群众的拳拳之心。

与农民群众一起迎新年，也许源自他心中最为本真
的乡愁。

远行的游子，无论飞得多高多远，每到春节阖家团
圆的日子，家，便成了抹不去的魂牵梦萦。再遥远的路
途，再千山万水的阻隔，都挡不住一颗回家的心。

2015年2月13日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陕
北梁家河。他叫着村民们儿时的小名，介绍着自己的

“婆姨”，还给乡亲们带来了年货。饺子粉、大米、食用
油、肉制品，还有春联、年画，家家有份。在村口的淤地
坝，他们一起回忆当年打坝淤地的劳动场景。

梁家河7年岁月，陕北人民用豁达温厚的性格，温暖着
年少离家的他；黄土地上父老乡亲们终年劳动却难以温饱
的生存现状深深镌刻在他脑海里；而作为“年龄最小、去
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也正是在梁家河，他
完成了精神的升华，许下了扎根土地、不负人民的重诺。

四十年后再归来，他依旧是乡亲们口中的“近平”，
他深情地说：“我迈出人生第一步就来到梁家河，7年时
间里，梁家河父老乡亲给了我无数关爱，使我受益终
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梁家河，永远不会忘记父老乡亲，
永远不会忘记老区人民。”

“乡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离开了这个地方会想
念这个地方。”到农民中去，便是他最为本真的心之所向。

与农民群众一起迎新年，广大农民群众也恋恋不
舍地依偎着他，爱戴着他。

在贵州化屋村文化广场，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的乡亲
们打着鼓、吹芦笙，载歌载舞欢庆节日。看到总书记来
了，大家唱起欢快的苗家迎客歌，齐声欢呼“总书记好”。

在云南腾冲市司莫拉佤族村，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
在四川昭觉县火普村……总书记来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

开，沸腾了整个村庄，村民们放下手中的年活儿纷纷聚集过
来，同总书记握手、向总书记问好，年轻人还会拿出手机拍
照。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山村。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他深爱着农民，农民也
由衷爱戴着他。

大国领袖的深爱，始自对农民的朴
素情感，她是具体的、感性的、真切的，但
这只是第一步；对农民更深的爱还落在
提高农民的福祉、改善农民的命运上。
为此，他殚精竭虑，走遍乡野边陲，去倾
听心声，了解农情，寻找答案

2013年2月的陇原大地，此时甘肃定西市海拔2400多
米的元古堆村、临夏州海拔1900多米的布楞沟村还处于
连片特困地区，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亲们还不知
道，接下来短短几年里，他们的生活会上演怎样的奇迹。

春节将至，习近平总书记绕过九曲十八弯来到这
里访贫困、拉家常、问民生。

而在此前两个多月的2012年12月29日，就任总书记
一个多月，他便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驱车300
多公里来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
台村，他说，要看就要真看，看真贫，通过典型了解贫困
地区真实情况，窥一斑而见全豹。

正是这一次次深入到大山褶皱里、一次次亲眼看到
的最真实贫困深深触动了他，他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下
决心向绝对贫困宣战。

此后，一场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这片古老大地上
演，短短8年时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我国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

8年里，从塞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地到湘
西大山，从南疆绿洲到林海雪原，总书记走遍14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而在历年春节走访中，他也始终牵挂着
贫困农民，牵挂着脱了贫的农民。

2016年，在江西神山村贫困户张成德家中，他一间
一间屋子察看，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
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
他对村里乡亲们说，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
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2018年，在四川火普村，他走进贫困户吉地尔子家
易地扶贫搬迁的新居，在院内平台远眺火普村全貌，他
指出，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
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

2020年，在云南三家村，这个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
村早已整村脱贫，他指出，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
活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那么，脱了贫的乡亲们如何向幸福生活迈出第二
步、第三步，在行进与思索中，他的心里有了答案。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自此，乡村振兴成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
历史任务，引领亿万农民开启了一段新的征程。而贫困
地区乡亲们完成脱贫第一步以后，也将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一起踏上奔跑之路。

2021年，在贵州化屋村，这个曾经的深度贫困村通
过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旅游业，已经实现了贫困人口清
零，他指出，要积极发展乡村产业，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
业，让群众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把孩子教育培养
好。在听取贵州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又指出，要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2022年，在山西汾西县段村，他对乡亲们说，建设
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继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群众生活更上一层楼，在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越走越有奔头。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已经或正在改变着无数农民
的命运，但她也仍不是终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还有
更加宏阔的未来。

对农民最为深沉的爱，是带领亿万
农民与14亿多中国人一道踏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壮丽图景。那里有现代工业文
明、城市文明对乡村的引领，也有古老农
耕文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滋养

2024年2月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古色古香的
天津古文化街步行，走进了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果仁张、
泥人张、杨柳青年画等特色店铺。徜徉其间，他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
这些年的春节考察中，他曾登上平遥古城城墙俯瞰

全貌，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
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也曾了解
贵州特色苗绣产业，指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要把包
括苗绣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好、发展好；还曾在考
察西安市博物院时强调，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
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
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文化自
信纳入“四个自信”，称其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
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上，更是原创性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
大理论论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这一伟大的“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新生，
是农耕文明现代化的壮美风景。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但她并不是与生俱来、唾手可得的。在当今中国，她
起源于5000多年文明史沉淀下来的厚重底蕴，重塑于百
年来从不屈抗争到筚路蓝缕、白手起家的绝地重生，更是
印证于新时代山乡大地脱胎换骨的新变化、新境界。

如果说，从奔腾不息的中华文明史、恢弘壮阔的民
族复兴征程来考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远意义，是雄
韬伟略，是一种文化自信；那么，遵照老祖宗的节气历
法，体验“百里不同俗”的特色民俗，品尝饱含祈福寓意
的年节美食，则更像是一种根植内心的文明眷恋。

春节正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习近平
总书记春节前夕走进老百姓家，也格外喜欢和群众一起
制作和品尝极具地方特色的年节小吃。

2018年四川映秀镇，在店主杨云刚的邀请下，他愉
快地参与炸酥肉、磨豆花。他转动磨盘，笑着说：“很练
臂力啊，真是越磨越带劲。”

2021年在贵州化屋村村民赵玉学家里，他拿起一
张粽叶，夹上一块糯米黄豆面，卷起粽叶，用线扎紧，亲
手包了一个黄粑，笑着说：“祝你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
幸福、更加甜美！”

江西神山村打糍粑，河北德胜村品尝油炸“开口笑”，
云南佤族村制作大米粑粑……中国人的喜庆节日与饮
食风俗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总书记也入乡随俗地乐享着
与农民群众一起动手忙年、一起品尝劳动果实的喜悦。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而农耕文明，是与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的“日用而不觉”的文明，她是一种价值
观，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她是抽象的精神层面上的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更是具象在“一箪食一壶浆”上。特色年
食的背后，凝结着千百年来节庆文化、饮食文化的历史
传承，承载着中华儿女对于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也最
能表达亲人间的醇厚情感。

正是在乡村的农事体验、农味品尝中，人民领袖与
农民其乐融融，触摸中华文明之根，感悟传统文化之脉，
慰藉家国记忆之思，也从中坚定我泱泱中华之文化自
信，激发“第二个结合”之深厚而绵延的活力。

而我们也从中感悟到，领袖对亿万农民深切之爱、
对家国乡邦深沉眷恋、对民族未来深情擘画的思想脉络。

春节前夕的天津古文化街上，鼓乐铿锵，舞龙、舞狮
表演喜气腾腾。听说总书记来了，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
这边涌来，挤得水泄不通。“总书记，过年好”，问候声、欢
呼声、掌声，久久回荡。

总书记走近大家，向天津市民、向全国各族人民拜
年。他说，农历新年是龙年，龙在中华文化中有着勇敢奋
进、活力无穷、吉祥如意等多重寓意，寄托着美好的愿
景。大家对新的一年要充满信心，把日子过得更好。

龙年将至，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我们的国
家也一定会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向着晶光灿烂的未来
继续前行。

心 永 远 与 农 民 在 一 起
—— 从 春 节 足 迹 感 悟 大 国 领 袖 的 农 民 情 怀

仲农平

□□ 新华社记者 朱基钗 施雨岑

海河西岸，津门故里。
老味茶汤的龙嘴大铜壶冒着热气，

杨柳青木版年画上的胖娃娃憨态可掬，
耳畔传来相声茶馆的热情吆喝，眼前一
排排火红灯笼高高挂起，伴着铿锵鼓乐
的舞龙舞狮表演好不热闹……年的味
道，充盈在 680 多米长的天津古文化街。

2月1日下午，北方小年前一天，习近平
总书记的身影出现在这里，古街顿时沸
腾 了 。 人 们 兴 奋 地 围 拢 过 来 ，高 声 向
总书记问好，给总书记拜年。

面对一张张欢欣鼓舞的笑脸，习近平
总书记的祝福温暖人心：

“农历新年是龙年，龙在中华文化中
有着勇敢奋进、活力无穷、吉祥如意等多
重寓意，寄托着美好的愿景。大家对新
的一年要充满信心，把日子过得更好。”

人间烟火气，红火中国年。今年的
年味儿格外足。

放眼大江南北，高铁站和机场里人
流如织、回家的步履匆匆，一台台“村晚”

火遍乡野、点燃乡愁，商超年货琳琅满
目，街头巷尾熙熙攘攘……这是一个活
力满满、热气腾腾的中国。

过去一年来，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
力，一些群众就业、生活遇到困难，一些
地方发生洪涝、台风、地震、山体滑坡、低
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有风有雨是
常态，我们走得不容易。

“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
众”。人民安危冷暖，总书记念兹在兹。

2 月 1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
津，从火车站直奔位于市郊的西青区辛
口镇第六埠村。

田野里，连片的蔬菜大棚一望无际，
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很难想象，就在
几个月前，这里遭遇海河流域性特大洪
水 变 为 一 片 泽 国 ，全 村 2000 多 个 大 棚
被淹。

“从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当时，看着
被冲倒的大棚，菜农张凤文坐在地里掉
了眼泪。她和老伴郝健经营的 15 个大
棚，洪水退去后只有 2 个保存完好。

水退人进，清理淤泥、修复大棚、补

种抢种……夫妻俩在政府帮助下积极生
产自救，一天也没停歇。

总书记走进他们的新棚时，两口子
正忙活着采摘、打包，准备把新鲜的蔬菜
配送到市里社区。

他们告诉总书记：“特别感谢党和政
府，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我们应该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丰
富了春节的‘菜篮子’。”总书记回应道。

不怨天、不尤人，踏踏实实埋头干。
当了 32 年庄稼汉，郝健的心愿如脚下的
土地般朴实：“把地种好、日子过好，这就
是我们农民的根本。”

不惧风雨、迎难而上、守望相助，人
民始终是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什么时候没有困难？一个一个过，
年年过、年年好，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都
是这样。”总书记曾深刻指出。

此次考察中，总书记有感而发：“国
泰民安，民安才能国泰”“老百姓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办好”。这是人
民至上的情怀，也是治国理政的逻辑。

（下转第二版）

浓浓年味儿里的温暖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