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醫院黨委書記、院長羅傑代表沒有想
到，三天之內，習近平總書記兩次提到了他。
「今天上午，代表通道上一位來自湖北的全國人大代表

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的話，讓我印象深刻。」5月22日下午，
人民大會堂東大廳，習近平總書記來到他所在的內蒙古代
表團參加審議。談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鬥爭，習近平講述
了這樣一個細節——
「這位代表對記者說，湖北救治的80歲以上的新冠肺炎

患者有3,000多人，其中一位87歲的老人，身邊十來個醫護
人員精心呵護幾十天，終於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什麼叫人民至上？這麼多人圍着一個病人轉，這真正

體現了不惜一切代價。」習近平總書記動情地說。
總書記提到的這位人大代表正是羅傑。連續數月奮戰在

抗疫一線，從抗擊疫情的決勝之地，走進人民的參政議政
殿堂，羅傑內心感慨良多。
兩天之後的5月24日下午，湖北代表團審議現場，羅傑
坐在習近平總書記對面，第一個發言。剛開口，他就被總
書記認了出來。
「你是羅傑吧？」
「是的。」
疫情發生以來，湖北和武漢的情況，時刻牽動着習近平

總書記的心。
3月10日，在疫情防控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飛赴

武漢，指導戰「疫」，為湖北人民加油鼓勁。
時隔兩個多月，習近平總書記再次來到湖北人民中間。
「這次兩會，根據疫情防控需要，中央領導同志都減少

了下團組次數。我特別提出湖北代表團一定得來一下。你
們是湖北6,000多萬人民的代表，我要看望一下大家。」總
書記說。
特殊的安排，特別的關切，溫暖着代表們的心，也溫暖

着湖北人民的心。
此刻回首，感慨萬千。
2020年，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留下了怎樣驚心動魄的

篇章？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次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
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
件，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堅決、果敢果斷，
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在習近平總書記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14億中國人民打響了一場氣壯山
河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為了戰「疫」需要，今年全國兩會推遲兩個多月舉行，
這可謂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
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取得決

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現在，一年一度的國之盛會再次召開，本身就是中國抗
疫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的顯著標誌。
「武漢的企業復工復產了，孩子們陸續上學了，醫院正
常接診了，商場超市都開了，那個有活力的大武漢回來
了。」5位代表先後發言，向總書記匯報了湖北和武漢從疫
情中「重啟」和「重生」的情況，話語裏充滿激動。
來自武漢市第二輕工業學校的禹誠代表，帶來了武漢人

民的心裏話。疫情期間，她下沉到武漢愛家國際社區當起
了志願者。
「總書記，您到湖北考察時說，武漢人民喜歡吃活魚，
要多組織供應。不到一個星期，活魚就送到了我們社區。
有位80多歲的廖大爺激動地說，沒想到這麼嚴重的疫情，
還能吃到鮮活的魚，謝謝黨、謝謝政府。」
講到動情處，禹誠哽咽了。她從座位上站起身來深深鞠

了一躬。
「來之前，大家委託我一定要說一聲『謝謝』！感謝總
書記，感謝黨中央，感謝所有支持湖北和武漢的全國人民
和各界朋友們。」
會場裏，掌聲經久不息。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十分感動。」習近平總書記深情

地說，「湖北人民、武漢人民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大貢
獻，付出了巨大犧牲。武漢不愧為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
和武漢人民不愧為英雄的人民。我向在座各位、向湖北各
族幹部群眾致以誠摯的問候和衷心的感謝！」
「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黨團結帶領人

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民過上
好日子，無論面臨多大挑戰和壓力，無論付出多大犧牲和
代價，這一點都始終不渝、毫不動搖。」
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關鍵詞，

從黨的理想信念、性質宗旨、初心使命談起，深刻詮釋這
兩個字的內涵。
論及堅持人民至上，習近平總書記引用古語這樣表示：
「古人講：『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
者，天下謀之。』黨章明確規定，我們黨沒有自己特殊的
利益，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習近平總書記同大家談起兩會前夕去山西考察調研的體

會：「我在大同的有機黃花標準化種植基地同村民們說，
中國共產黨把為民辦事、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把
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實事作為檢驗政績的重要標準。」
人民至上！這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矢志奮鬥的初心，正是

習近平總書記的執政理念。
只有站在這個「原點」，才能真正理解這句話的分

量——「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們可以不惜一
切代價。」

「我在疫情期間作了調研，收到近7,000份調查問
卷，大家反映民營企業發展面臨着一些困難，最突出的
是民間投資增速有所下滑，就業形勢也有所下滑。」
政協聯組會上，劉永好委員向總書記反映，當前民
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面臨着「三難」——產銷難、
投資難、兌現難。
聽到這三個「難」字，習近平感觸良多：「今天的
民營企業生長在中國希望的田野上，但一開始面臨的
卻是一片荒蕪。他們在夾縫中求生存，篳路藍縷闖出
一條路來，這個過程何其艱難。發展到今天的規模、
作出今天的貢獻，非常了不起。」
總書記話鋒一轉：「民營企業進一步發展仍然會在
『難』中進行。在哲學意義上，『難』是在任何領域前
進道路上永恒的命題。當前，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征程中，『難』在
方方面面都存在。只有不斷探索、不斷奮鬥，才能不斷
克服前進中的困難，走上新的發展道路。」
直面「難」，是對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清醒認識——
審視國內，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
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發展前景向
好，但也面臨着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
織所帶來的困難和挑戰。正如總書記所說：「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衝擊，目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較大壓
力。」
環顧世界，我們還要面對世界經濟深度衰退、國際
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市場動盪、國際交往
受限、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國家保護主義和單

邊主義盛行、地緣政治風險上升等不利局面，必須在
一個更加不穩定不確定的世界中謀求自身發展。
總書記作出一個重要判斷：「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

其兩面性，這次疫情是一場危機，但某種程度上也孕
育了新的契機」「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
局」。習近平總書記用全面、辯證、長遠的眼光，對
當前經濟形勢進行深刻分析，作出戰略指引。
總書記引用一連串數據進一步闡明觀點——
1億多市場主體和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
專業技能的人才；
包括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的14億人口所形成的
超大規模內需市場；
疫情期間，新技術、新業態脫穎而出，一季度實物
商品的網上零售額增長5.9%，佔社會消費品零售總
額的比重為23.6%，網上會議、線上交易、在線教育
等大幅度增長……
「我們的有利條件還是很多的。」「抓住機遇加快
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更多新增長點、增長
極。」鞭辟入裏的分析撥雲見日、發人深思。
攻堅克難，我們最大的力量來自人民。
「我反覆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
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這樣讚頌人民的力
量：「廣大人民群眾識大體、顧大局，自覺配合疫情
防控鬥爭大局，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礎性力量」
「做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要緊緊依
靠人民」。
依靠人民，這是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的制勝法寶；發

動人民，這是風雨無阻、砥礪前行的堅強後盾。
武漢新洲區陳玉村黨支部書記張文喜是一名來自抗

疫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他以自身經歷向習近平總書
記提出了基層治理的重要性：
「我們村距離新洲主城區27公里，村民1,326人，

其中武漢城區返鄉人員就有447名。說實話，一開始
大家心裏都有些慌。」
「疫情封不封得住，關鍵要看黨支部。」在張文喜
帶領下，5名黨員幹部召集下沉幹部、志願者，組建
了24人的隊伍，分別包保，掛橫幅、播喇叭、敲鑼
喊，發動群眾建起「銅牆鐵壁」，最終做到了全村無
一例確診、無一例疑似。
張文喜還向總書記反映了基層治理存在的「短

板」：村、社區幹部人少事多任務重，待遇也沒跟
上，有能力的人引不進來、留不住。
「這次疫情考驗了我們基層的治理體系治理能力水

平，也進一步凸顯我們街道和社區、鄉鎮和村基層組
織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平戰結合的角
度，要有一個基礎、有一套機制體系。關鍵時候能拉
得出來、頂得上去。」
去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專題研究推進國

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命題，突如其來的
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凸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的迫切性。
聚焦這一議題，代表委員們紛紛建言獻策。
在湖北代表團，5位代表從不同角度就織牢織密公

共衞生防護網提出意見和建議。

聽了大家的發言，習近平總書記從5個方面深入分
析問題，精準提出對策：「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系」
「提升疫情監測預警和應急響應能力」「健全重大疫
情救治體系」「完善公共衞生應急法律法規」「深入
開展愛國衞生運動」……既立足當前，更着眼長遠。
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提出了「高
效能治理」的命題：
「要積極主動作為，既立足當前，又放眼長遠，在
推進重大項目建設、支持市場主體發展、加快產業結
構調整、提升基層治理能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舉
措，特別是要研究謀劃中長期戰略任務和戰略布局，
有針對性地部署對高質量發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牽引
性的重大規劃、重大改革、重大政策，在應對危機中
掌握工作主動權、打好發展主動仗。」
26日下午，在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代表團全體會
議時，習近平強調，全軍要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
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堅定信心，迎難而上，在常態
化疫情防控前提下扎實推進軍隊各項工作，堅決實現
國防和軍隊建設2020年目標任務，堅決完成黨和人
民賦予的各項任務。
在攻堅克難中慨然前行，在歷史性大考中實現歷史

性進步，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振奮人心、催人奮
進——
「廣大黨員幹部要緊緊依靠人民，發揚在疫情防控
鬥爭中展現出的精神面貌，真抓實幹，奮力拚搏，敢
於負責、敢於鬥爭，敢於克服困難去取得新的更大的
勝利。」

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心中牽
掛的一件大事。2013年以來，他每年都在全國兩會上
同代表委員共商脫貧攻堅大計。
「目前，全國還有52個貧困縣未摘帽、2,707個貧
困村未出列、建檔立卡貧困人口未全部脫貧。」
5月23日上午，北京鐵道大廈，看望參加全國政協
十三屆三次會議經濟界委員，習近平總書記拿出這樣
一份任務清單。
兩個多月前，3月6日，正是往年全國兩會召開的

時間當口，習近平總書記出席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
堅方面最大規模會議，發出了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總
動員。兩會前夕，他又馬不停蹄到陝西、山西考察，
實地了解脫貧攻堅成果進展。
擊鼓催征，軍令如山。如今，2020年已經過去近5
個月，脫貧攻堅進入衝刺階段。
「雖然同過去相比總量不大，但都是貧中之貧、困
中之困，是最難啃的硬骨頭。」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語
透出一份堅定：「我們要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
的不利影響，堅決奪取脫貧攻堅戰全面勝利。這是我
們黨對人民、對歷史的鄭重承諾！」
「這也有我的一個情結在裏面。」總書記話音稍
頓，目光閃動：
「我當了六七年農民，那個時候我餓着肚子問周圍
的老百姓，你們覺得過什麼樣的日子最好，具體目標
是什麼？」
老百姓給出了「三步走」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
希望不再要飯，能吃飽肚子。別管吃什麼，半年糠菜
半年糧也沒關係。再進一步，當地的土話叫吃『淨顆
子』，就是能吃上純高粱米、玉米麵。第三個目標，
他們認為那就高不可攀了，『想吃細糧就吃細糧，還
能經常吃肉』，說是『天堂的標準了』，是『下輩子
的願望』。」
「我說，你們再努一把力，大膽想想還有什麼更高
的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回憶道，「他們的回答
是——將來上山幹活就挑着金扁擔吶！」
全場發出一陣會心的笑聲。
「我想，實際上這個目標也在實現中。這個『金扁
擔』，我就理解為農業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語含
真情，「我們這一代人有這樣一個情結，一定要把我
們的老百姓特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把，社會主義道路
上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這條路。」

發展為了誰？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扎根黃土地的悠
悠歲月，早已將答案置於習近平心中。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卻沒有提出全年經濟增速具體目標。
在內蒙古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闡明了這一重大抉

擇背後的考量：
「如果我們硬性定一個，那着眼點就會變成強刺

激、抓增長率了，這樣不符合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宗
旨，我們一直在講不簡單以GDP增長率論英雄。我
們追求的是高質量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的發展，追
求的是廣大人民幸福美好生活。」
正是基於這種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出發點和落腳

點，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頻頻問政於民、問需於
民。
——念茲在茲，始終關心脫貧攻堅進展和成果鞏
固。
在政協聯組會上，劉旗委員提起16年前習近平帶

領浙江黨政代表團到重慶武隆縣調研的場景：
「當時我在武隆擔任縣長，向您匯報了我們發展旅
遊扶貧的想法。我們一任接着一任幹，通過實施旅遊
扶貧，大力發展相關產業，武隆已經摘掉了貧困縣帽
子，脫貧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0,027元。」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高興，追問：「現在那邊交通情

況怎麼樣？」
「現在高速都通了，高鐵也在建。」
「重慶的旅遊資源還是很豐富的。過去很多『窮鄉
僻壤』現在都成了『人間仙境』，這其中交通等基礎
設施建設很重要。」
在內蒙古代表團，烏蘭察布市市長費東斌代表談

到，脫貧之後，因病致貧返貧比例仍然比較高。習近
平總書記關切地詢問具體高發疾病是什麼，並叮囑要
繼續把工作做細做實。
——聚焦重點，用創新的思路解決好就業這個最大

民生問題。
「疫情初期，很多農民工坐在家裏坐吃山空，挺着
急的。疫情稍緩後，我們黨支部馬上和用人單位協調
對接，幫助大家安全快速復工。」
在內蒙古代表團，赤峰市敖漢旗駐北京流動黨支部

書記薛志國代表，向總書記匯報通過發揮黨組織作用
幫助農民工轉移就業的情況。
「現在都回來了嗎？」習近平總書記問。
「九成都返京復工了。」

「如果在家就地就業，可以做些什麼？」
「我們敖漢小米、蕎麵都很好，鄉親們可以參加種
植養殖合作社。」
聽了薛志國的回答習近平總書記點點頭。
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受疫情影響，今年穩就業任

務十分繁重，要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退役軍人
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
常態化疫情防控形勢下，解決就業問題，還要因勢
利導、化危為機。
「今年1月20日至3月30日，美團新註冊騎手達45.78

萬人，該平台的騎手中，有25.7萬是建檔立卡貧困人
口；滴滴網約車司機中有一半以上是進城務工人員。」
政協聯組會上，王一鳴委員用這樣一組數據，佐證
「新就業形態」保就業的「蓄水池」和民生「穩定
器」作用，並提出相關建議。
習近平總書記當即回應：「疫情突如其來，『新就

業形態』也是突如其來。對此，我們要順勢而為，讓
其順其自然、脫穎而出。當然，同『新就業形態』相
配套的法律法規政策措施也不能姍姍來遲。」
——夯基固本，更加注重建立長效長遠機制。
在湖北代表團，習近平總書記關心農村產業的「造
血」作用。
恩施州少數民族農民代表宋慶禮提到了當地富硒產業

發展的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勉勵道：「上個月我剛去過
陝西，安康那一帶也是富硒地帶，你們這裏也是富硒地
帶，要利用好這一寶貴資源，把它轉化為富硒產業。」

民以食為天。在政協聯組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結合
自己的工作經歷強調「米袋子」「菜籃子」的重要
性：
「我在福州當市領導的時候，搞好『菜籃子』是第
一要務。福州人叫『三天不見青兩眼冒金星』，要吃
鮮菜、青菜。你不能沒有菜、更不能菜價飛揚。現在
的市長仍然要有這個意識。」「手中有糧、心中不慌
在任何時候都是真理。」
在內蒙古代表團，錫林郭勒盟盟長霍照良代表介紹

他們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將全盟60%以上區域
劃入生態保護紅線，不再在草原新上礦山開發項目。
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予以肯定並明確指示：「留在

那，子孫後代可以用。」
總書記指出：「生態環境保護就是為民造福的百年

大計。要保持加強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定力，牢固樹
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導向，持續打好藍天、碧
水、淨土保衛戰，把祖國北疆這道萬里綠色長城構築
得更加牢固。」
……
點點滴滴，枝葉關情。
從脫貧攻堅到就業民生，從生態保護到糧食安全，

從「六穩」工作到「六保」任務，都是為了實現「共
同富裕、全面小康」的美好夢想。
「一件一件抓落實，一年接着一年幹，努力讓群眾
看到變化、得到實惠。」習近平總書記的話，道出了
中國共產黨人初心使命和奮鬥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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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這樣說

阻擊新冠肺炎疫情，決勝全面小康、

決戰脫貧攻堅。2020 年有多麼不容

易，今年的全國兩會就有多麼不平凡。

連日來，習近平總書記分別參加十

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湖北

代表團審議，出席解放軍和武警部隊

代表團全體會議，看望參加全國政協

十三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委員並參加

聯組會，同代表委員們親切交流、共

商國是，凝聚起中華民族萬眾一心、

攻堅克難，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決戰脫貧攻堅的磅力量。 ■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根基在
人民、血脈在人

民。黨團結帶領人民進
行革命、建設、改革，
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讓人
民過上好日子，無論面
臨多大挑戰和壓力，無
論付出多大犧牲和代
價，這一點都始終不
渝、毫不動搖。

，，「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這條路」

造 福 人 民

，，「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依 靠 人 民

，，「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們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心 繫 人 民

■習近平要求做好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圖為3月29日，習近平在浙江寧波舟山港穿山
港區碼頭了解港口復工復產情況。 新華社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圖為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
關工作。 新華社 ■兩會前夕，習近平到陝西、山西實地考察脫貧攻堅成果進展。圖為4月20日，習近平在陝西商洛市金米村了解脫貧攻堅工作情況。 新華社

■ 5月23日，習近平看望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經濟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聽取意見和建議。 新華社

■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同代表委員們親切交流、共商國是。圖為5月22日，習近平參加內蒙古代表團審議。 新華社

我們這一代人有這
樣一個情結，一

定要把我們的老百姓特
別是我們的農民扶一
把，社會主義道路上一
個也不能少，共同富
裕、全面小康，大家一
起走這條路。

疫情 突 如 其 來 ，
「新就業形態」

也是突如其來。對此，
我們要順勢而為，讓其
順其自然、脫穎而出。
當然，同「新就業形
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
政策措施也不能姍姍來
遲。

民營企業進一步發
展 仍 然 會 在

「難」中進行。在哲學
意義上，「難」是在任
何領域前進道路上永恒
的命題。當前，面對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在實現「兩個一百年」
奮 鬥 目 標 征 程 中 ，
「難」在方方面面都存
在。只有不斷探索、不
斷奮鬥，才能不斷克服
前進中的困難，走上新
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