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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江河奔腾不息，在冲波逆折处更显壮
丽。历经百转千回，那些无法被时光冲淡的，是精神
的凝聚、价值的沉淀；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行的，是
家国的书写、大我的境界。

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鲜明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
力的强大力量。中国人历来抱有家国情怀，崇尚天
下为公、克己奉公，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
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人民夺取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
果的精神密码，揭示了中华民族穿越风雨、砥砺前行
的文化基因。

透过这场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我们看到，炽热
而深沉的家国情怀，回荡在中华文明历史的深处，激
荡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里。

（一）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家国”这个看似宏大的字
眼，显得如此真实而近切。

浙江援鄂医疗队的医生王师，曾回忆起这样一
幕：深夜的武汉，换班的医生在公交车里唱起《歌唱
祖国》给自己打气：“宽广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

家乡……”路灯照进车窗，此刻公交司机已泪流满面。
从这个平凡的瞬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与

他人、个人与国家之间强烈的精神共鸣。读懂了这
样的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读懂了个人和国家民
族这样的同身共命、同频共振，就能读懂抗疫中展现
的中国精神、迸发的中国力量。

丹心寸意，皆为有情；奋不顾身，共筑家国。面
对疫情，亿万中华儿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高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
值理念，凝聚起举国同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坚
决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95后”女孩甘如意，是一名社区医生。疫情来
袭，她争分夺秒从荆州老家返回武汉，历经4天3夜，
冒着寒风冷雨，行程300多公里，而她的通行证明上，
车牌号一栏写着三个字——“自行车”。

父亲敖醒吾、母亲庄建文、儿子敖慕麟，是武汉
普通的一家三口。父亲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后，
母亲对儿子说了一句话：“是不是捐献你父亲的遗
体？”儿子写下同意书发给医院，医生感佩回复：“谢
谢你们的大义。”

……
我们或许无法一一道出他们的名字，但正是无

数这样的普通人，以守家即守国的担当，以护国即护
家的赤诚，守护了这片宽广美丽的土地，守护了我们
挚爱的亲人、亲爱的家乡。

这是危急关头迸发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湖
南援鄂医疗队队员洪余德思虑再三，写给父亲一封
未寄出的信：“同为父亲，我的不舍与眷恋和您一
样，但没有国泰民安，哪有家庭幸福。”来自湖北红
安的向氏五兄弟，大年初一齐聚火神山医院建设工

地，“一家人一条心，为了武汉早日渡过难关，咱们
顶上去！”危难之际，那些平时默默无闻的工人、农
民、医生……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用血肉之躯挺起
这个国家的脊梁。

这是舍身忘我、大爱无疆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不
知道母亲想我/能否换一种方式/比如，派干净的春风/
来唤我的乳名。”——一直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四川医生
陈维锦，把对家和母亲的思念深深埋在心底。多少人
没顾上同家人吃上一年到头最期待的年夜饭，多少人
顶着星星月亮、风霜雪雨日夜坚守，多少人自从走出家
门连续几个月也没有机会轻抚孩子的脸庞……一颗
星火也许光芒微弱，但千千万万颗星火汇聚在一起，就
能点亮黑夜、驱走寒冬，迎来阳春万丈晖光！

前所未有的疫情，割不断手足情，摧不垮奋斗
志，攻不破防控线，难不倒中国人。生命至上、举国

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至真至深的家
国情怀构成着伟大抗疫精神的思想内核。诗人吉狄
马加写道：“让我们用成千上万个人的意志/凝聚成
一个强大的生命，在穹顶/散发出比古老的太阳更年
轻的光。”

（二）

树高千尺有根，水流万里有源。“天下之本在国，
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
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华民族的家国观，是中华
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支撑所在，是中华文化传承
发展的精魂所系。

孔子尚仁，所谓“仁”者就是推己及人、由家及
国；孟子重义，所谓“义”者就是能舍小我、成就大
我。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场所，更是安身立命
的港湾；中国人的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更是
精神的家园、心灵的归宿。

在中国人的眼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
奠定国之基石，国护佑万家平安。家国同构、家国一
体，是中国社会的组织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战胜困难的思维方式、文
明逻辑。 （下转第二版）

丹 心 从 来 系 家 国
宣言

新华社北京9月 1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不断加强和完
善，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是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
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把团结好、引导好民营经
济人士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领
导，全面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各
级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和党委统战部要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工商联
要发挥群团组织作用，把民营经济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更好推动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努力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全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会议 16 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
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汪洋出席会议
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从政
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信
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完整准确理
解“两个毫不动摇”，坚定制度自信，把他们更好团结在党的周围，
为实现民族复兴凝心聚力。

汪洋指出，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点多面广线长，各级统战工作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各司其职、群策群力。要调动民营
经济人士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深刻认识个人的成
功 既 源 于 自 身 努 力 ， 更 得益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事业、伟大的
党，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家国情怀，以产业报国、实业强
国为己任，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积极参与光彩事业和精准扶
贫，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要抓好民
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以提升素质、优化结构、发挥作用为目
标，改进综合评价工作，重视年轻一代培养。要及时掌握民营企业发
展状况和诉求，齐心协力把党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落
到实处，帮助企业正确认识和克服眼前困难，增强发展信心。要按
照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要求，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完善民营企
业权益维护机制，激励干部主动作为、靠前服务，做到“亲”而有
度、“清”而有为。要发挥好工商联和商会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
中国特色商会组织。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会议并讲话。他
表示，各级统战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
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抓好贯彻落实，提高政治站位，聚焦重点任
务，加强统筹协调，努力开创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新局面。

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委统战部、广东省委统战
部负责同志，有关民营企业家代表作交流发言。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

人民团体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统战部、工商联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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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 1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今天致电菅义伟，祝贺他当选日
本首相。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日互为友
好近邻，同是亚洲和世界上重要国家，发
展长期稳定、友好合作的中日关系，符合

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
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恪守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四点原
则共识精神，积极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
要求的中日关系，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致电祝贺

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表示中方愿同日
方一道，加强两国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务
实合作，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
大发展。

习近平致电祝贺菅义伟当选日本首相
李克强向菅义伟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
讨会近日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
部部长黄坤明在北京主会场作视频致辞。

黄坤明指出，在联合国成立 75周年之
际，共同探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路径，
分享全球减贫的实践经验，具有重要意
义。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聚焦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领中国人民
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今年，中国将在现

行标准下消除绝对贫困，提前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中国经
验表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
权，减贫事业是崇高追求、更是务实行动，
必须立足自身国情，全社会共同参与，以国
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

黄坤明指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成
为全球减贫事业现实而紧迫的挑战。中国
愿与世界各国一道，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加大国际抗疫合作力度，捍卫全球公

共卫生体系，共同打赢全球抗疫阻击战。
要以开启“行动十年”计划为契机，聚焦发
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挑战，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议程与本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最
大程度凝聚减贫合力，建设远离贫困、共同
繁荣的美好世界。

此次研讨会由中央广电总台 CGTN
智库主办，来自 39 个国家和地区的前政
要、国际组织负责人、智库代表等约 140人
与会。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中国减贫经验”线上研讨会举行
黄坤明作视频致辞

□□ 本报记者 付雅 李昊 蒋欣然

陇中苦瘠甲于天下。定西市地处甘
肃省中部，是黄土高原与西秦岭交汇地
带。这里降水稀少，丘陵沟壑纵横，是全国
闻名的贫困地区，更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
战场之一。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
境，生活在黄土沟壑间的定西人，长期与贫
困进行着不懈抗争。

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

苦”精神在定西不断传
承与发展，用奋斗实现
了一次又一次跨越，苦
干、实干成为摆脱贫困
的最好注脚。随着脱贫

攻坚进入决胜决战的关键阶段，定西始终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的殷切嘱托，以
更严、更实作风出战，紧紧锁定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这一目标，在战胜贫困的道路上铿锵
前行、勇往直前。

千年药乡绽活力

“药材销往全国各地，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销售，去年的营业额超过

了 800万元。”岷县茶埠镇甫里村党支部书
记王万文对记者说，2017年 5月，他联合村
民在村里创办了岷县隆兴中药材种植购销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社成立 3年多来不
断发展壮大，去年 5月，合作社与茶埠镇其
他 4个合作社成立了岷县茶埠益农农业专
业合作社联合社，通过信息共享和联合推
广的方式抱团发展，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电商+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带领
乡亲发展产业。

“厂子没建起来的时候，我只能在家带
娃，现在我和丈夫在家门口就能打工了，挣
得还不少呢！”甫里村村民包李强说。

（下转第四版）

甘肃行系列报道之三

丘陵沟壑“拓”出脱贫坦途

历经四个半月伏季休渔，东海渔民迎来了开渔的日子。9月16日上午，中国农民丰收节
系列活动暨第二十三届中国（象山）开渔节开船仪式在浙江象山石浦港举行。 李颖 摄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坚决
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
监督管理，落实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
度，坚决制止各类耕地“非农化”行为，
坚决守住耕地红线。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重要基础，是国
家粮食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最为
宝贵的资源。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
定了我们必须把关系十几亿人吃饭大
事的耕地保护好，绝不能有闪失。特别
是今年以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粮食安全问题屡屡引发热议，这
更加提醒我们，任何时候粮食问题都不
能掉以轻心，必须严守防线。皮之不
存，毛将焉附？保障粮食安全，首先要
保障耕地安全；保障耕地安全，首先要
保障数量安全。

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
快推进，建设用地的需求逐年增大，各种
违规占用耕地的现象也愈加凸显，给粮
食安全造成了隐忧。尽管我们实行了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国家也三令五申，
不断要求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切
实遏制耕地“非农化”乱象。但许多地方
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种违法违规
行为屡禁不止。特别是一些地方往往打
着“城乡绿化”“自然保护地建设”“河流、
湿地、湖泊治理”的名义，随意扩大用地
范围，搞“张冠李戴”“鱼目混珠”，客观上
也给相关部门的监管出了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试点中要把好关，不能让一些
人以改革之名行占用耕地之实”，并多
次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
地”，为我们做好耕地保护工作指明了

方向。此次国办印发的《通知》针对当
前比较突出且棘手的耕地“非农化”现
象，明确提出 6 种严禁的行为，指向明
确、细则清晰，非常有针对性和操作
性。我们必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耕地保护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采取更
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坚决制止各类耕地

“非农化”行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
须切实承担起耕地保护责任，健全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
上下联动的共同责任机制，抓紧制定和
调整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对违反《通知》
规定的行为立即纠正，坚决遏制新增问
题发生。要正确处理好耕地保护与发展
之间的关系，切不可因为眼前一时之利，
而犯下颠覆性的错误。要时刻谨记——

守住耕地红线，就是守住我们生存
发展的底线。

保粮食安全首先要保耕地安全
本报评论员

开渔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