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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走好「兩個一百年」新長征
考察寧夏緬懷先烈 看望鄉親了解扶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習近平總書記前日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從北

京直飛固原，驅車70多公里到將台堡，向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花籃並參觀三

軍會師紀念館。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和將台堡會師，標誌二萬五千

里長征勝利結束。他表示，專程參觀這些地方，就是為了緬懷先烈、不忘初心，今

天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新長征，「我們這一代人要走好新長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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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考察寧夏講話要點
■緬懷先烈、不忘初心，走好「兩個一百
年」的新長征路。

■革命傳統教育基地不要貪大求洋。

■到2020 年一定要實現全部脫貧目標，這
是當前最關心的事。

■固原的發展脫胎換骨，增強了我們打贏
脫貧攻堅戰的信心。

■農村脫貧奔小康，支部很重要。

■防範市場風險，政府要做好信息服務。
資料來源：新華網

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時，習近平說，紅軍長征創
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革命理想高於天，不怕

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
決一死戰、克敵制勝，這些都是長征精神的內涵。
我們要繼承和弘揚好偉大的長征精神。有了這樣的
精神，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我們完全有信心
有決心有恆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總書記為村民算養牛收支賬
習近平說，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建設一
定不要追求高大全，搞得很洋氣、很現代化，花很
多錢，革命傳統就變味了。他表示，可以通過傳統
教育帶動旅遊業，但不能失去紅色旅遊的底色。只
有體會到革命年代的艱苦，才能使人們真正受到教
育。
當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涇源縣大灣鄉楊嶺
村看望父老鄉親，實地考察精準扶貧情況。總書記
察看村容村貌，向當地幹部了解村子脫貧情況。走
進回族群眾馬科的家，習近平察看屋內陳設，掀開
褥子看炕壘得好不好，問屋頂上鋪沒鋪油氈、會不
會漏雨，電視能看多少台。來到廚房，打開灶上的
大鍋蓋，看裡面做着什麼好吃的。廚房一角有個淋
浴的地方，聽說安了太陽能熱水器，習近平說「挺
好」，關心地問家裡的小男孩：「你常洗澡嗎？」
牆上張貼着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脫貧信息
卡」引起總書記注意。「6口人、勞動力2人，養牛
6頭，種玉米15畝，牛出欄2頭收入7,000元，勞務
輸出收入21,500元，綜合收入47,000元……」習近
平逐項察看，一筆一筆算着馬科家的收入賬。「過
去都是養大黃牛，如今養上了進口牛」，馬克俊給
總書記詳細算起了現在的養牛收支明細賬。養牛大
戶馬全龍也來到了小院裡，他告訴總書記，自家過

去養了5頭牛，如今有了10多頭，還準備增加到20
頭。習近平勉勵他說：「要發揮好示範帶頭作用，
把好的經驗傳授給村民。」

到2020年定要實現全部脫貧
習近平說，信息登記挺細緻，關鍵要抓好落實，

我就是來看落實情況的。馬科說，我一定努力讓今
年計劃落到口袋裡，實現脫貧摘帽的目標。習近平
希望馬科把孩子教育搞好，學知識、有文化，決不
能讓他們輸在起跑線上。
習近平坐在楊嶺村村民馬克俊家的炕上，同村幹

部、黨員代表、養牛大戶和貧困戶代表拉起家常。
總書記說，我聽你們說說心裡話，咱們嘮一嘮。大
家向總書記匯報近幾年脫貧攻堅的情況，說黨的政
策確實確實太好了。習近平拉着馬克俊的手說，你
年紀比我小，是我老弟。看着你和鄉親們的生活越
來越好我很高興。西海固曾經「苦瘠甲天下」。這
是我第3次到固原來。我提出再到比較艱苦的農村
看一看。通過走訪，了解到村裡已經解決了飲水問
題，住房等生活條件有了明顯改善，還開始找到了
產業脫貧的路子。全國還有5,000萬貧困人口，到
2020 年一定要實現全部脫貧目標。這是我當前最關
心的事情。

防市場風險做好信息服務
習近平稱讚大灣鄉楊嶺村黨支部第一書記蘭竹林

對村裡的情況門兒清，說明工作比較扎實。他說，
一個村子建設得好，關鍵要有一個好黨支部。村黨
支部帶領村民脫貧奔小康，只要有規劃，有措施，
真抓實幹，群眾擁護，就一定能把工作做好。希望
你們把基層黨組織和基層政權建設好，團結帶領廣
大群眾奔小康。我們還要更上一層樓！

細雨綿綿，沃野千里。寧夏原州區彭堡鎮姚磨
村，習近平冒雨視察萬畝冷涼蔬菜基地。蔬菜展台
前，新鮮採摘的西蘭花、紫甘藍、辣椒、馬鈴薯
等，整齊「列隊」。邊走邊看，習近平問得仔細。
「檢測標準怎麼樣？」「一畝地收入多少？」「農
活有技術員指導嗎？」「噴灌設施一畝地成本多
少？」村裡的黨員幹部、種植大戶簇擁在總書記身
邊。習近平和他們聊起土地承包費、務農打工費、
入股分紅等，詢問他們生產中遇到的困難。一位農
民說，感覺市場還不大穩定，想更好了解市場需
求。習近平表示，防範市場風險，既需要經營個體
敏銳把握，也需要政府加強服務，尤其要做好信息
服務工作。

20年前，福建省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建
立起對口協作關係。從此，遠隔千山萬
水的兩省區結下不解緣，攜手向貧困發
起挑戰。20年來，閩寧兩省區從單向扶
貧到產業對接，從經濟援助到社會事業
多領域深度合作，形成了獨具特色的
「閩寧模式」，開創出一條具有示範意
義的扶貧協作道路，集中展現了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1996年10月，時任福建省委副書記
習近平為組長的「福建省對口幫扶寧夏
領導小組」正式成立。閩寧第一次對口
扶貧協作聯席會議隨即在福州市舉行，
並選出沿海的 8 個經濟實力較強的縣
（市、區）對口幫扶寧夏的 8 個貧困
縣。

在習近平當年提出的「優勢互補、互
惠互利、長期協作、共同發展」方針指
引下，閩寧兩省區持續探索完善工作思
路、機制，創造出東西扶貧協作的「閩
寧模式」。

20年來對口協作結碩果
早在閩寧對口扶貧協作第一次聯席會

議上，兩省區就確定了結對幫扶的方
式。福建先後選派9批140名幹部到寧
夏掛職，寧夏也選派15批244名幹部到
福建掛職。「這些結對的地方和部門就
像一枚硬幣的兩面，建立了親密的協作
關係，成為兩地攜手合作取得實質成效
的強有力保障。」寧夏回族自治區扶貧
辦主任董玲說。

20年來，閩寧扶貧協作由過去兩省區
黨委政府主導逐漸轉變為牽線搭橋，企
業按照市場原則投資興業，實現了由給
錢給物的「輸血」式扶貧，向以發展產
業為重點的「造血」式扶貧的根本轉
變。

如今，在寧夏有8萬多福建人在經商
從業。「2000年閩商投資還不到10億
元，現在上升到800多億元，可謂是爆
炸式增長。」擔任寧夏福建企業家協會
會長的陳舒說，「我們以商招商，吸引
着更多閩商來寧發展。」

20年來，閩寧兩地不斷拓展扶貧協作
領域，由單一的經濟合作發展為教育、
醫療、文化等多領域推進合作，各項社
會事業不斷推進，當地老百姓獲得更多
實惠。

福建先後援建學校236所、醫療衛生
院（所）323個，選派1,328名教師和醫
療技術人員到寧夏幫助工作；幫助建設
閩寧示範村160個；打水窖1.5萬眼，
解決了30萬人、10萬餘頭大牲畜飲水
難題……

目前，寧夏永寧縣、隆德縣、西吉縣等地相繼建
成閩寧產業園，福建一批裝備製造、建材等傳統產
業也轉移到此，實現了轉型升級、接續發展。

「加大先富幫後富力度，彙集扶貧
攻堅強大合力，這是打好脫貧攻堅戰
的重要舉措。」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
永富說，不斷煥發新活力的「閩寧模
式」，為全國脫貧攻堅探索出了新
路。 ■新華社

將台堡——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寧夏固原將台堡紅軍會師紀念碑是為紀念1936年10月

22日紅軍長征三大主力軍在將台堡勝利會師，於1996年10
月在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之際修建的。紀念碑坐落在將台
堡內東側，碑高22.5米，碑的正面鑲刻着江澤民題寫的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將台堡會師紀念碑」16個金光閃閃的
大字，背面是中共西吉縣委、政府撰寫的碑文，碑的頂部
雕有三尊紅軍頭像，象徵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碑身下部刻
有8組代表中國革命勝利的浮雕。

1936年9月至10月，紅四方面野戰軍特別支隊紅一軍團
一師三團作為先行，為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作好準備。10
月22日，賀龍、任弼時、劉伯承、聶榮臻、鄧小平等率領
的紅一方面軍一軍團主力在將台堡勝利會
師。參加會師的有紅二方面軍陳伯鈞（紅六
軍團軍團長）、王震（紅六軍團政委）等，
參加會師的紅軍部隊和當地群眾近 12,000
人。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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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夏固原寧夏固原
將 台 堡將 台 堡 。。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近平考察寧夏習近平考察寧夏，，到固原到固原
將台堡冒雨向紅軍長征會師將台堡冒雨向紅軍長征會師
紀念碑敬獻花籃紀念碑敬獻花籃。。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到涇源縣大灣鄉楊習近平到涇源縣大灣鄉楊
嶺村看望當地父老鄉親嶺村看望當地父老鄉親，，了了
解當地脫貧情況解當地脫貧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視察萬畝冷涼蔬菜基地。蔬菜展台展示西蘭花、紫甘藍等。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