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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延河……

铭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光辉

历程，积淀着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日延安，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交

融辉映。从圣地延安到幸福延安，从越

来越好的生活到越变越美的城市，延安

精神激励着人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

远奋斗。

不忘初心：在前进中继承、弘
扬延安精神

“策展时，我们对实事求是的延安整

风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等进行了

全面展示，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延安精

神的深刻内涵和时代价值。”延安革命纪

念馆馆长张建儒说。

他介绍，建馆以来经过四次改造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2017年，接待观众 380
万人次，为建馆以来最高值。“观众数量

井喷式增长，让人强烈感受到人们对延

安精神的敬仰。”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

山……”延安的革命历史滋养了一代代中

国共产党人；延安精神始终是凝聚人心、

攻坚克难、开拓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在延安精神鼓舞下，无数

有志青年来到延河边、宝塔山下；在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在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的

鼓舞下，全国人民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描绘

出了新中国锦绣河山；改革开放时期，共

产党人继续弘扬延安革命精神，把社会主

义事业推向前进。”延安大学教授谭虎娃

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

继承与弘扬延安精神等革命精神。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南泥湾村村

民侯秀珍是三五九旅战士的后代。这位

73 岁的老党员说：“南泥湾人有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现在日子好了，老

一辈的精神不能丢，要不忘初心，不忘我

们是怎么一路走过来的。”

牢记使命：以实干书写延安故
事新篇

中国梦展厅、阅读空间、学习报告厅

……伫立于延安新区的延安学习书院，

庄重朴雅。延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此

聆听党的十九大报告系列讲解、开展交

流分享活动，增强肩负新时代使命担当

的信念与自觉。

记者沿着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往

南，来到了梁家河村。村史馆里，展板上的

一幅幅图片、一段段文字，记录了共产党带

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

“产业变化：1974年，栽植刺槐、杨树

100 亩……2014 年，凭借苹果产业规模

及效益优势入围第四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名单”；

“交通变化：1974 年以前，主干道土

路，宽 1米……2013年，主干道建成柏油

路，宽 5米，全村公路 6千米，并修建排水

渠”……

在梁家河村民张卫庞眼里，生活的

变化“快得想象不到”。去年，村民们搬

进新建成的梁家河小区，开始了“居住在

镇上、产业在村上”的新生活。

“新房子真暖和！”坐在自己 100 平

方米的三居室新居里，张卫庞笑着聊起

这两年的收入。“2016年种苹果卖了几十

万元，2017年果树间伐后光照更足，苹果

个儿更大了，价钱更差不了……”

强化使命担当，党旗熠熠生辉。在

延安，“问题墙+回音壁”制度、“补短板、

提素质、树形象”活动等举措，进一步密

切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营造出明差距而赶超、补短板而有为的

干事创业氛围，正认真书写基层党建工

作的“延安答卷”。

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要求，新时

代呼唤着新气象新作为。

“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把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好实现好，全力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要求我们保持延安时期的

忘我精神、昂扬斗志、科学精神，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谭虎娃说。

永远奋斗：精神火炬闪耀新延安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

换新衣。”徜徉延安新区，现代化气息扑

面而来。

“我们坚持用延安精神建设新区，秉

承‘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廉洁高效、开拓

进取’的工作作风，到 2021 年建党一百

周年时，把新区建设成一个生态型、花园

式、现代化的城区。”延安市新区党工委

副书记曹咏云说。

2012 年，延安新区北区开工建设之

初，87岁的老八路军马华堂在工地发出

感慨：“再能活上几年看工程建起来，住

上三天我都觉得很幸福。”去年，老人又

一次来到这里，看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条条道路宽阔平展，分外激动。

延安广袤乡村也经历着巨变。

“当年，南泥湾见证了一场大生产。

这两年，南泥湾又迎来了一次大建设。”

南泥湾镇镇长黑学良介绍，他们利用自

身优势，正着手打造国家级 5A 景区，建

成省级文化旅游名镇，发展林果、棚栽、

杂粮、水产、香紫苏特色产业，建设现代

农业示范地，建成旅游服务集散地。

塬土黄、道林绿、天水蓝……在南泥

湾这片热土上，将绘就“红色南泥湾，陕

北好江南”的新画卷。

家乡的变化，让年轻一代增添了传

承延安精神的责任感。

“延安和我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了，

新区建设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发展机会。”

“90后”女孩史絮去年回到家乡，成为延安

学习书院的一名讲解老师。她说，新一代

延安人要继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握

机遇、肩负使命，让世人不仅看到一个新

延安，更看到红色革命圣地的精神传承。

（记者黄小希、姜辰蓉、梁爱平、孙正好）
新华社西安 1月 28日电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延安精神的时代回响

□ 新华社记者

山西新闻

新华社太原 1月 27日电 （记者
王飞航） 记者 27 日从山西省国土资

源厅获悉，这个省目前已划定永久基

本农田 4891.52 万亩，经划定的永久

基本农田，一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

重大建设项目确实无法避让的必须

严格论证，并按法定程序报批。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

部，全省国土面积 15.7 万平方公里，

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 80.3%。耕地

后备资源不足，优质耕地少、旱地多

水浇地少，坡地多平地少，是山西省

耕地的基本特征。

2015年，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印发了

《山西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补充工作方

案》，全面开展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

山西省阳泉城市周边共有耕地

5.76万亩，这些耕地一共涉及 3000多

个图斑，哪个图斑不能划入永久基本

农田，相关部门要一一举证。一个图

斑 、一 个 图 斑“ 抠 ”过 来 ，一 共 抠 出

1000多个图斑，阳泉城市周边的 1.31

万亩土地划入永久基本农田。

这样的例子在山西比比皆是。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全面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并实行特殊

保护，与森林、河流、湖泊、山体等共

同形成城市开发的实体边界，将进一

步限制城市盲目“摊大饼式”扩张，有

利于进一步倒逼节约集约用地，缓解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

据介绍，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过

程中，山西省按照规模上从大城市到小

城镇，空间上从城镇周边到广大农村的

步骤，将核定的基本农田落地到户、上

图入库，让耕地享受“国宝”待遇。

“已经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一

般建设项目不得占用，重大建设项目

确实无法避让的必须严格论证，按法

定程序报批。坚决制止建设项目违

法违规占用耕地，确保全省耕地总量

动态平衡，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用

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山西省国土

资源厅厅长周建春说。

新华社太原 1月 27日电（记者王
飞航） 记者 27日从山西省国土资源厅

获悉，这个省近年来大力实施地质找矿

行动，过去 5 年累计新发现煤炭资源

104.98亿吨，远远超过同期煤炭产量。

山西是中国煤炭大省，素有“煤

海”之称。自新中国成立至 2014 年

底，山西累计生产煤炭 162.7亿吨，占

全国的 1/4，净调出超过 110 亿吨，占

全国的 3/4。
据测算，山西全省含煤面积 5.7万

平方千米，占其国土面积的 36.3%。

截至 2014年底，山西已累计探明煤炭

资源储量 2943.3亿吨，保有资源储量

2689.67亿吨，保有资源储量占全国总

量的 17.56%，居全国第三位。

2012 年，山西省编制了《山西省

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明确地

质找矿“358”目标，即地质找矿三年要

有重大进展，五年要有重大突破，八年

要重塑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格局。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通报称，山西

省过去五年大力实施地质找矿行动，

新增了一批重要矿产资源储量，其中

新增煤炭资源储量 104.98亿吨。

在煤炭资源储量不断增加的同

时，山西的煤炭年产量却呈现稳中有

降的趋势：2013 年，山西省煤炭产量

9.6 亿吨；2014 年山西煤炭产量达到

历史新高的 9.76 亿吨；2015 年，山西

煤炭产量下降为 9.44 亿吨；2016 年，

山西省煤炭产量进一步下降为 8.32
亿吨。2017年，山西省煤炭产量约为

8.75亿吨，同比略有增加。

1月 27日，人们参加拔河比赛。
当日，一场趣味运动会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举行，人们参加拔河、

跳绳、迷你马拉松、擂鼓等趣味运动，在户外严寒中享受运动的快乐。
新华社发 司伟 摄

新华社南昌 1月 28日电 （记者 郭
强） 记者从江西省扶贫和移民办获悉，

江西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

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

识别干部。目前，全省已提拔使用扶贫

干部 2488人，其中第一书记 778人。

在脱贫攻坚中，江西将脱贫攻坚

考核由 25 个贫困县扩大到所有设区市

和县市区，并要求各地完善以脱贫攻

坚为导向的干部考核机制，把脱贫成

效作为干部年度考核、激励惩戒和选

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在基层一线实

绩突出、群众公认的，要重点培养、优

先 提 拔 使 用 ；对 工 作 不 力 、成 效 不 好

的，要予以问责。

在提拔 2488 名扶贫干部的同时，

2017年，江西还查处扶贫领域问题 5209
个、处理 7010人。

山西划定4891.52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山西5年新发现煤炭资源逾100亿吨

江西提拔使用2488名扶贫干部

1月 28日，在石家庄平山县李家庄村，书
法爱好者为群众书写春联。群众表演传统民
俗文化节目。

近年来，石家庄平山县岗南镇李家庄村
借助全域旅游示范区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契
机，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不仅提升了村容村貌
和群众文化生活质量，也使当地人均年收入
超过了一万元。 新华社发 章朔 摄

1月 28日，哈尔滨东北虎林园的东北虎正在户外嬉戏。
进入农历腊月以来，黑龙江省天气变得更加寒冷。生活在哈尔滨东北虎林园

的老虎们在饲养员的引导下，走出笼舍来到室外野化训练区，锻炼耐寒能力和捕
食技巧。 新华社发 王昭博 摄

（上接1版）这也是孝义市深入推进脱贫

攻坚重点工程、为民增收的一个缩影。

生态建设中脱贫增收。统筹推进退

耕奖补、造林务工、管护就业、经济林产业

增收四大项目。启动实施 2万亩新一轮

退耕还林工程，将 9个乡镇 71个村 155户

348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 753.1亩耕地

纳入退耕范围，每亩获得现金补助 1500
元。实施省级提质增效工程 6000亩和吕

梁市级标准化管理项目 4000亩，实现 23
户 62 名贫困人口 125 亩核桃林增产增

收。优先安排脱贫攻坚造林合作社参与

退耕还林工程，吸纳贫困劳动力 80 人。

落实 36名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岗位，高

标准完成杂交构树栽植 4000余亩，带动

122户 336名贫困人口稳定增收。

农业脱贫用真功见实效。深入实施

农业现代化“四十”工程和农民专业合作

社全覆盖、农村集体经济破零全覆盖“两

全”工程，建立系列奖补政策，为 1308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落实特色农业特惠补贴

资金 28.392万元。争取到 7万亩绿色无

公害杂粮种植项目，惠及贫困户 379 户

1142人。实施全省中药材崛起工程示范

基地建设 2000 亩，吸纳贫困户就业 300
余人。扶持振兴食用菌产业园项目建

设，帮助 70 余户贫困户参与发展平菇、

香菇生产。紫晨大健康、九州香等 17个

杂粮加工企业和家庭农场发展订单种植

2.8万亩，订单收购杂粮 920万公斤，惠及

贫困人口 142户 490人。

光伏产业促稳定脱贫。2017 年 11
月 28日，胜溪湖薄膜光伏扶贫试点项目

正式并网发电，成为该市首个并网发电

的薄膜光伏扶贫项目，实现了对胜溪湖

街道 57名深度贫困人口的全覆盖，每人

每年可获得稳定收入 3000元，持续受益

20年以上；梧桐镇 400KW 光伏项目具备

并网条件，将带动 100 余名贫困人口稳

定增收 3000元以上。

技能培训助力就业脱贫。继续打响

“吕梁山护工”品牌，去年累计组织 978
人参加吕梁山护理护工培训，实现就业

756人，就业率达 77.3%。面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开展汽车驾驶员免费培训，参

训人数达 392 人。同时，积极引导奥凯

达化工、隆伟铝业、中兴矿产等民营企业

提供就业岗位，帮扶贫困人口 300余人，

月收入 2000元以上。

做强优势，补齐短板，打出脱
贫“组合拳”

这个冬天格外寒冷，而在孝义市兑

镇镇下令狐村，已完成“吊炕”建设的 6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家中暖意融融。用贫

困户的话来说，“‘吊炕’既省柴省炭省时

还节能环保，室温能提高 4 至 5℃，确实

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

走在孝义，还有许多类似下令狐村

的故事在上演。

建好“一批设施”。常态化摸排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村通公路、电力基础设施

等问题，完成水利扶贫项目 3个，解决 31
户 41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问题；完

成 236 户农村危房和 140 户节能“吊炕”

改造任务；持续推进城乡环境卫生集中

大整治行动，完善 16类 40项乡村清洁管

理制度并建立长效机制。

落实健康扶贫各项政策。在市域公

立医院实施 14项健康扶贫政策，实现免

费健康体检全覆盖。开展健康扶贫“双

签约”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率 100%。在

市乡两级医疗机构设立“一站式”综合服

务窗口，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运行

机制。大病保险起付线从 1 万元降到

5000 元，报销比例按 75%严格执行。开

展“三个一批”行动计划，筛查大病 208
人、慢性病 658 人，实行分类分批救治，

大病集中救治 100%，慢性病签约管理

100%全覆盖。

帮助“一代人”受教育。为 112名就

读和考取中职中技、高等（专）职业教育

贫困学生每人资助 2000 元。2017 年春

季学期资助九年义务教育建档立卡贫困

户 114人。开展“雨露计划”本科大学生

资助全覆盖工作，当年考入二本 B 类以

上的 34 名建档立卡贫困大学生每生给

予一次性补助 5000元。

用好“一批政策”。实现低保线和扶

贫线“两线合一”，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

年提标到 3636元，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标

准提标到 5000元，集中供养标准提标到

6760元。累计为低保对象中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放低保资金 247.4289万元。同

时，坚持为低保对象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发放各类补助资金。对全市建档立卡贫

困户进行“一核实”“一认定”工作，对认

定的 107 户 25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开通

绿色通道，办理低保手续。50户贫困残

疾人家庭纳入农村基层党组织助残扶贫

项目，每户每年可获利 4400元。为 69人

次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医疗救助，涉及

金额 24.6627万元。

县际帮扶“结亲家”。2016 年 11 月

28 日，选派 103 名党员干部到临县任农

村第一书记，一线推进帮扶工作；2017年

4 月 20 日，签订《结对帮扶战略合作协

议》，明确孝义将采取十三项具体帮扶措

施，助力临县脱贫攻坚；2017年 8月 7日，

结对帮扶临县十大项目集中开工，拟定 9
大类 23个帮扶项目，概算总投资 2598万

元。在县际结对帮扶工作中，孝义市充

分展示孝义精神、孝义风采、孝义形象，

切实肩负起帮扶责任。

一声声脱贫攻坚的集结号角雄浑激

越，一个个创新求变的扶贫模式日臻完

善。如今，依托着更好的优惠政策、更多

的扶贫资金、更适宜的产业项目，一幅脱

贫致富、共奔小康的美好画卷正在胜溪

大地上徐徐展开……

下好脱贫一盘棋 绣出富民幸福花绣出富民幸福花

（上接1版）实施大民生，就要加快推进宜

居城镇建设。要结合易地扶贫搬迁、采煤

沉陷区治理等项目，引导搬迁人口向县

城、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乡镇集聚。要坚

定不移推进吕梁新区建设，继续推进“五

城联创”“十大特色镇”创建和“百村示范、

千村整治”工作，今年再有几个县争创省

级以上文明城市、卫生城市、园林城市。

要着力解决交通拥堵、出行难、停车难等

“城市病”，不断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实施大民生，就要切实维护社会和

谐稳定。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扎实推

进以“扫黑除恶”为重点的严打整治专项

斗争，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感。健全完善

立体治安防控网络体系，完善以“雪亮工

程”为龙头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继续引

深“六安联创”活动。要毫不松懈抓好重

点领域信访工作和安全生产，严守不发

生重特大事故底线。深入推进军民军地

共建，开展市县“双拥模范城”创建工作。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

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

点。”这就要求我们大力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

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

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

众，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不断开创脱贫攻坚和转型发展的新局

面，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吕梁

推向前进，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实施大民生 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