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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初心R

八百里沂蒙是片红色热土。革命战争

年代，百万沂蒙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

洒疆场。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

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

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

大。总书记强调，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

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山东全面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沂蒙精神培

基铸魂，扎实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引导

广大党员干部勇做新时代的“挑山工”，把红

色基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不断开

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群众路线，走深走实

清明时节，沂蒙山腹地的沂南县常山

庄一派繁忙景象：村旁的红嫂纪念馆里，参

观学习者接踵而至；红色影视基地内，剧组

人员进进出出。

“十二五”期间，山东省将常山庄列为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村。2012 年，山东选派

2.6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深入 1.8 万个像常

山庄这样的基层农村社区。来自省委组织

部的 3 名驻村第一书记接力，帮村里搞规

划、建社区，引项目、育产业，抓党建、强班

子，让常山庄旧貌换新颜。

“沂蒙精神之所以可歌可泣、永续永

存，关键在于它把党的性质和宗旨落实为

实践形态、升华为价值形态。”山东省委主

要负责同志说，弘扬沂蒙精神，必须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了解群

众安危冷暖，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

众的烦心事。

扎根基层，山东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在脱贫攻坚、乡村振

兴一线锻炼成长。

在冠县东古城镇北刘庄村，来自山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张现方驻村伊始，就

挨家挨户上门走访，不少村民向他敞开了

心扉。有村民反映，还有四五十户人家住

在“小岛”上。张现方好奇，北刘庄村周围

没有河流，哪来的“小岛”。实地察看才知

道，原来是村道上有个 3 米多深的大坑，将

附近的四五十户人家隔离开来，“村民出行

不便，就把这个地方叫作‘小岛’。”

张现方马上和村“两委”干部沟通，很

快就组织人员把大坑填平。村民们看在眼

里，热在心里。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只用

了一年多时间，北刘庄村大变样：58 条胡

同逐一硬化，从前老旧的村委会和文化活

动广场改造后焕然一新，村集体收入由零

增加到 10 万元以上。

攻坚克难，用心用力

驱车行驶在横贯泰安市区的擂鼓石大

街上，市民郭金洲心里头格外舒畅。就在

一年多前，这条泰山脚下的重要干道还是

条“断头路”。

“这条路的中段西起普照寺路，东到虎

山东路，长度只有 1.9 公里，是泰安城区的

黄金地段，附近有 16 个小区，还有山东农

业大学、山东科技大学等单位，沿途又有岱

宗坊、白鹤泉等古迹景点。”郭金洲回忆，一

到上下班时间和旅游季节，这片区域堵得

水泄不通。

泰安市下定决心，要彻底解决这个持

续 20 年的历史遗留问题。房屋征收涉及

241 户、9.99 万平方米，且产权涉及多个部

门 单 位 ，可 谓 困 难 重 重 。 2019 年 1 月 28
日，为移植列入征收范围的山东农业大学

试验基地里的苗木，项目部工作人员会同

山东农业大学工作人员，带领工人、机械进

驻现场，加班加点，一直干到除夕。

2019 年 6 月，前期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擂鼓石大街中段改造工程正式开工。2020
年 5 月 1 日，擂鼓石大街中段主线贯通。

山东省委提出：“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

势新任务新挑战，必须敢啃最硬的骨头、敢

涉最险的险滩，如同泰山‘挑山工’正在攀

登‘十八盘’，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上去了，

就是一片坦途；退一步，就可能一落千丈。”

坚持刀刃向内、自我革命，山东营商环

境明显优化：省市县三级行政权力事项分

别压减 54.4%、42.6%、24.2%，企业开办时间

由 20 天 压 缩 到 1 天 ，“ 掌 上 办 ”事 项 超 过

2000 项，市场主体每年净增 100 万户以上。

聚焦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短板，山东

引导激励干部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坚克

难。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省定标准

以下贫困人口全部提前脱贫；60 多万

黄河滩区群众今年将全部实现安居

梦；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PM2.5浓

度较“十二五”末下降 37%，国控地表水考

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提高 20.5个百分点。

严管厚爱，有畏有为

“拆了那堵墙，现在楼前干净宽敞多

了，多亏了纪委部署的专项整治。”在德州

市陵城区世纪家园二期，住在 14 号楼的一

位居民直竖大拇指。此前，横亘在 14 号楼

前的那堵墙长约 50 米，系违法搭建，不仅

占用公共用地，更严重影响车辆通行。虽

然居民多次反映，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2020 年 3 月，德州市纪委监委部署开

展物业管理领域专项整治行动，督促有关

部门履职尽责，累计整改问题 800 多个。

通过这次整治行动，德州市出台加强物业

管理的意见，从根本上解决了一批困扰居

民 多 年 的 小 区 脏 乱 差 、服 务 水 平 低 等

问题。

山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严惩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各种腐败问题。聚焦教育、住房、

医疗等 13个重点领域，山东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全面梳理问题线索，督促职能部门整改。

烟台市纪委监委通过“一领域一专项”，督促

有关部门开展民生领域专项整治 20项。

为鼓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山东

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出台激

励干部担当作为“22 条”，创设“攻坚克难

奖”“勇于创新奖”，注重在一线考察使用干

部。仅 2020 年上半年，全省就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一线发现掌握表现突出的干部

4537 人，一线提拔使用 409 人。同时，山东

坚持不负责就问责、不担当就挪位、不作为

就撤职，对一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坚决

进行调整。

“认真落实容错纠错机制，严厉查处诬

告陷害行为，真正为那些扛重活、打硬仗的

干部撑腰鼓劲。”山东省委出台一系列举

措，着力营造担当作为良好政治风气，让人

人敢担当、人人善作为成为新时代山东的

主旋律。

2020 年，山东为 194 名干部容错纠错，

为 692 人澄清正名。

勇做新时代的“挑山工”
本报记者 肖家鑫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老人哼

唱着小曲儿，手指轻轻敲着桌子。

上世纪 50 年代，电影《铁道游击队》上映，活跃

在鲁南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鲁南军区

铁道大队的故事由此家喻户晓。91 岁的李洪杰，

是一位有着 73 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当年铁道大

队最年轻的队员。

李洪杰的老家山东省枣庄市常庄镇渐庄村，

是当年铁道大队活动的区域之一。因为家里穷，

他辍了学，老跟在铁道大队队员身后看队员们“搞

机枪，爬火车”。1943 年，13 岁的李洪杰要求加入

铁道大队，“组织上瞧我年龄小，本不打算收，可架

不住我软磨硬泡，还是批准了。”

当时，铁道大队的主要任务从铁道战转为开

辟和保护秘密交通线，护送过往军政干部。李洪

杰没想到，加入铁道大队的第一个冬天，就参加护

送陈毅同志过铁路的行动。李洪杰说，那天自己

和队友既激动又紧张，生怕有意外，直到陈毅同志

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才放心返回驻地。

后来，上级安排李洪杰帮着照看伤员。“那时没

有胶布，我们就熬胶，刷在牛皮纸上当胶布用；没有

酒精，我们就把镊子放锅里，煮一煮消毒。”那段时

间，李洪杰学了不少医护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洪杰成为原鲁南军区特务团

卫 生 员 ，后 随 部 队 南 下 ，参 加 淮 海 战 役 、渡 江 战 役 。

1960 年，李洪杰回到家乡，当上“赤脚医生”，一干就是

30 多年。平日里只要有空闲，李洪杰就会到位于枣庄

市薛城区的铁道游击队纪念馆，为前来参观的人们讲述

峥嵘岁月。“我们年纪大了，希望发挥这最后的光和热，让

年轻一代传承好革命先辈的精神，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

更加繁荣富强。”李洪杰说。

硝烟虽已远去，李洪杰胸前的勋章依然熠熠生辉。

老兵不老 传承不止
本报记者 李 蕊

“刁工，设备出现故障！”一人应声而至，蹲下身子，开

始紧张调试。不一会儿，他摆出一个“OK”的手势：“好嘞，

故障排除！”

在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说起刁统武，

人人都竖大拇指：“一专多能”“技术大拿”“我们的榜样”。

刁统武是一名共产党员。1999 年，他从技工学校毕业，

后来成为中国重汽集团的一名维修钳工。多年来，刁统武

匠心不改，扎根一线，专啃焊接工装“硬骨头”，攻关多项技

术难题，成为集设计、现场施工于一身的公司首席技师。

1960 年，老一辈重汽人自力更生，生产出中国第一辆重

型汽车。2019 年，刁统武作为骨干人员，参与到新一代黄河

重卡设计项目中。他负责驾驶室的设计，从先期的工装夹

具图纸会签到最后的生产，每个环节都洒下了汗水。

“当时恰逢夏天，每天都有超过 15 个小时的时间，在密

不透风的厂房里加班加点。”刁统武记得，自己的工作服像

洗过一般，一拧全是水。

“ 党 员 就 要 冲 锋 在 前 。 再 苦 也 得 咬 着 牙 干 ！”刁 统 武

说。2020 年，刁统武带领团队如期完成了 34 辆新黄河重卡

驾驶室的生产任务。

这些年，刁统武主持多个技术创新项目，获得多项国家

专利。2012 年，中国重汽集团以刁统武的名字命名创新工

作室，成员包括多个领域的技术能手。迄今，工作室已连续

攻克 100 多项技术工艺难题。

匠心不改 创新不已
本报记者 李 蕊

铭记光辉历程 践行初心使命

走进沂蒙革命纪念馆，读一段段史料，看一张张图片，听一个

个故事，仿佛穿越历史的隧道，回到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感

受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

1938 年，党中央一声令下，“派兵去山东”，八路军 115 师挺进

鲁南，齐鲁抗战燃烽火，战士热血洒疆场。前方打胜仗，人民是保

障。沂蒙人民听党话、跟党走，军民同吃一锅饭，同燃一灯油，同

心保家园。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

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沂蒙根据

地 420 万人口中，有 120 多万人支前，20 多万人参军参战。车轮

滚滚，前送粮蛋，后运伤员。部队打到哪儿，沂蒙人民就支援到哪

里。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

命推过了长江！”

是什么力量让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答案就写在鲜活的

历史里。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党和人民军

队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却为人民利益赴汤蹈火，为

人民谋解放而浴血奋战。他们把人民利益放在

第一位，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深深

感染了老区人民，“一心为民”与“一心向党”

相向而生。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

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

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我们要铭记党的光辉历程，自觉践

行初心使命，让军民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绽

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见证力量之源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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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郯城县马头镇第一小学学生郯城县马头镇第一小学学生向向

革命先烈敬礼革命先烈敬礼。。

房德华房德华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②②：：高密市的解放军老战士侯延年在高密市的解放军老战士侯延年在

给中学生讲述自己的入党经历和革命故事给中学生讲述自己的入党经历和革命故事。。

李海涛李海涛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游客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参观游客在孟良崮战役纪念馆参观。。

许传宝许传宝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费县大青山自然保护区费县大青山自然保护区。。

张仁玉张仁玉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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