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指

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

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 ,必须

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

不能放松。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提

高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努力开创百姓

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贵州全省以提升

组织力为重点，强化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

特别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筑牢凝聚群

众、推动发展的战斗堡垒，彰显基层党建工作的

特色优势。

脱贫攻坚中勇挑重担

在毕节市七星关区团结乡柱中村蔬菜种植基

地，村民们正忙着管护，彼此配合熟练。以前这里

可是另一番景象：贫困发生率高达 21.7%，村里没

有像样的产业，村民组之间不通公路……

“要致富，先修路！以点带面、强基础补短板，

带动全村脱贫致富。”与村两委干部一起摸清家底

后，驻村工作队队长彭洁理清了思路，“增强农村

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力，就要带领群众啃下硬骨头，

过上好日子。”

两年多时间，道路连通家家户户，村里搞起了

林下生态养殖及高效农产品种植。如今，柱中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正向着乡村振兴稳步迈进。

贵州曾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最大、

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为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的

绝对贫困标签，全省坚持五级书记抓脱贫，选派

近 5 万 名 干 部 到 基 层 ，把 最 能 打 硬 仗 的 精 锐 力

量派到一线，让党旗始终在脱贫攻坚主战场上

高高飘扬！

为攻克深度贫困堡垒，贵州逐一制定深度贫

困县、深度贫困村攻坚方案，省领导挂帮深度贫困

县、极贫乡镇，深度贫困村全部由市、县领导挂帮，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集中力量攻克难中

之难、坚中之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累计选派 21.32 万名干

部到村开展帮扶，这些党员干部勇于担当，冲锋在

前，用自己的辛劳换来老百姓的幸福，脱贫攻坚连

战连捷，由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转变为减贫

人数最多的省份。

基层治理中汇聚力量

今年 4 月 12 日，贵州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暨

“强省会”工作大会，要求到 2025 年，全省城镇化

率达到 62%左右。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伴随城镇化率

的提升，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

治理效能，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位于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的

金元社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聚焦为

民、便民、安民，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社区党总支探索‘大数据 +服务’模

式 ，整 合 党 务 、政 务 、物 业 等 3 大 类 31 个 服

务 项 目 ，开 通 全 程 代 理 、网 上 预 约 等 便 捷 化

服务，推进‘一站式’办结，实现从‘群众跑腿’

到‘数据跑路’的转变。”社区党总支书记袁琴

介绍。

“十 三 五 ”期 间 ，贵 州 通 过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将

192 万人搬出大山。如何让这些搬迁群众尽快融

入新生活？

铜仁市发挥党组织优势，以“党建+”为统揽，

推选能力强的党员干部进入社区两委，组建安置

点党支部。同时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设立网格

党员小组，差异化选配楼栋长。“这样能形成上下

联动、覆盖广泛的社区治理体系。”铜仁市委组织

部部务委员杨芬介绍。

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通过组建 29 个

党群服务队，构建起搬迁群众“点单”、党组织“下

单”、党员“接单”的精准服务模式，强化社区为民、

便民、安民功能，帮助群众尽快适应新环境。

“社区成立了党支部,有困难咱就找组织，城里

的生活也能适应！”黔西南州兴义市丰都街道永安社

区居民郑绍现说。在贵州各级党组织带领下，城乡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不断增强。

同奔小康中带头实干

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党员带头，苦干实干，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突突突……”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徐朝乾紧盯

设备，查看钢丝绳的细微变化，“市场需求在变，使用

条件在变，身为党员，要带头把产品做得更好。”

作为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

师，徐朝乾三十四年如一日，不断创新操作技术

和生产工艺，为公司创造价值 2000 余万元。有

了技术支撑，贵州钢绳持续创新，从电梯升降到

桥梁修建，从神舟飞船上天到钻井平台下海，都

有公司产品的身影。

火腿加工、林下养殖、白酒产业……在盘州

市淤泥乡岩博联村，随着一个个富民产业落地生

根，这个边远的村寨，2018 年人均纯收入已超 2
万元。

“我们要把乡亲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共同苦

干实干，把致富道路越走越宽。”岩博联村党委

书记余留芬表示，“我们会继续以党建为引领，

以村企融合为抓手，以乡村振兴为目标，带领村

民继续奋斗！”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贵州将继续以高质量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全省各项工作新

局面。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凝聚群众 推动发展
本报记者 汪志球 苏 滨

子尹路光滑的青石板，青瓦灰砖砌就

的二层小楼，是人们对遵义会议会址的直

观印象。每一次来这里参观，都让人心潮

澎湃。

遵义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

败 和 长 征 初 期 严 重 受 挫 的 历 史 关 头 召

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

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

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

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

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

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

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陈的史料记录

下这重要一刻：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各军

团、师、连队时，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各

级指挥员、战士们都激动得难以自抑，泪

水与雨水交融。

真理之光照亮未来。今天的贵州，在

红色基因的浸润下，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

底线，告别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正沿

着先辈的足迹，坚持真理，践行初心使命，

行进在高质量发展的大道上。

真理之光照亮未来
黄 娴

岳父去世半年，岳母瘫痪在床，儿子

上小学一年级，面对家庭困难，张厚学异

常纠结。“你想去，就去吧。”妻子说。2019
年 5 月，张厚学主动请缨，从安顺市政府

办人事科科长转变为紫云苗族布依族自

治县大营镇大营村驻村第一书记。

彼时，紫云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大

营村又是深度贫困村。攻克贫中之贫，

得下非常之功。为摸透村情，张厚学每

晚 7 点到 9 点，挨家挨户走访，既宣讲党

的政策，又了解发展意愿，既熟悉实际情

况，又摸清实际家底，既解决眼前困难，

又琢磨长远生计。全村走一遍，张厚学

心中有了底。

火车要跑快，须有车头带。张厚学从

抓基层党组织入手，鼓励大学毕业生、致

富带头人、退伍军人进入村两委，接着把

全村 37 名党员划分成 4 个党小组，利用

“三会一课”进行教育，提高凝聚力、执行

力、战斗力。

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张厚学带领

大家流转土地 1150 亩，种植菌草 420 亩，

养殖冷水鱼 1.2 万尾、小黄牛 234 头、蛋鸡

7.8 万羽，建成汽车修理厂 1 个，每个项目

都与建档立卡贫困户利益紧密联结。

2020 年，大营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

2018年底的 6500元增至 1.04万元，村党支

部荣获“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基层党组织”。

“乡村振兴，任务更重，我会继续努力。”张厚

学坚定地说。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大营村驻村第一书记张厚学——

千方百计战贫 一心为民办事
本报记者 汪志球

“经历过 2008 年雨雪冰冻灾害就

会明白，线路融冰快一分钟，断线停电

风险就少一分，群众安全就多一分。”

2008 年初，贵州超过半数县城遭

受停电影响。作为南方电网贵州电网

公司防冰技术专家，马晓红临危受命，

参与到抗冰保电保民生的战役中。

“身为党员，理应冲锋在前。”那段

时间，马晓红一头扎进实验室，把不同

导线半径下的上千种可能排列组合、

逐一演算。

当时，500 千伏大线径线路的融冰

在国际上没有成功的先例，无经验可借

鉴。马晓红和团队一起，不停地在每一

个数据、每一个细节上较真。历经艰苦

攻坚，两套融冰装置样机试验成功，在国

际 上 首 次 证 明 直 流 融 冰 装 置 可 以 解 决

500 千伏大线径线路融冰的难题。直流

融冰装置研发成功后，马晓红和团队并未

懈怠，又进一步着眼研发车载融冰装置和

融冰变压器。

通过推广，目前贵州电网投运的固定

式直流融冰装置已达 29 套，电网防冰体

系大大加强，抵御冰冻灾害的能力获得提

升，保证了遭遇冰灾时实现“重要线路不

倒塔、重要用户不停电、城镇不停电”的总

体要求，确保贵州高海拔地区用电安全。

“直流融冰科技项目被评定为国家能

源局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马晓红介绍，团

队还着力提升覆冰监测能力，哪怕在人烟

稀少的大山深处，也能精准掌握数据，完

善防冰抗冰能力。

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防冰技术专家马晓红——

有效防冰抗冰 保障用电安全
本报记者 苏 滨

“小红去找部队的那条路上，传来了

砰砰砰的枪声，刘大爷赶紧上前看，小红

已倒在血泊中……”今年 3 月 1 日，在遵义

市第七中学的开学典礼上，遵义市红色义

务宣讲员孔霞动情地讲述着红军卫生员

龙思泉的故事。

听着孔霞的讲解，学生们仿佛回到战

火纷飞的年代，感受红军历经的千难万险。

现年 51 岁的孔霞，是遵义会议纪念

馆首任馆长、老红军孔宪权的孙女。孔宪

权在长征途中曾任红三军团四师司令部侦

察参谋，1935 年 2 月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

中受伤。1952 年，孔宪权参加遵义会议纪

念馆建馆筹备工作，之后成为首任馆长。

“爷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他身上我看到

了老红军的优秀品质。”

“ 通 过 整 理 爷 爷 的 故 事 了 解 长 征 ，

再 讲 给 孩 子 们 听 ，让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传

承 。”孔 霞 介 绍 ，她 从 2013 年 开 始 系 统

学 习 、整 理 长 征 故 事 ，走 上 红 色 宣 讲 之

路 。 2015 年 ，孔 霞 回 到 母 校 遵 义 四 中

开 设 选 修 课 ，义 务 讲 解 红 色 文 化 。 她

还 到 遵 义 会 议 会 址 、红 军 烈 士 纪 念 碑

等 地 ，将 长 征 的 故 事 讲 给 外 地 前 来 研

学 的 学 生 听 ，如 今 已 累 计 向 2000 多 名

学 生 作 宣 讲 。“ 我 会 坚 持 讲 好 红 军 故

事 ，让 红 色 基 因 绽 放 时 代 光 芒 。”孔 霞

动情地说。

遵义市红色义务宣讲员孔霞——

讲好革命故事 传播红色文化
本报记者 黄 娴

■感悟初心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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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遵义市红军烈士纪念碑。 胡志刚摄（人民视觉）

图②：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工业园区，搬迁群众正在制作服装。

黄万鑫摄（人民视觉）

图③：航拍四渡赤水纪念馆。 遵义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④：遵义市习水县土城渡口纪念碑。 王 为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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