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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当前，各地

坚持学史力行，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北京怀柔聚焦物业管理、城

市环境、交通管理等，通过“干部直达现场”

等工作机制切实解决一批疑难复杂的重点

民生诉求；江苏南京公布第一批项目清单，

涵盖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等 5 方面 20 项内容；青海西宁确定实施 10
类 30 项重点民生实事，各区县结合稳定就

业、公共服务等列出 211 项重点民生项目

……一项项务实有力的创新举措，一张张

“货真价实”的项目清单，给老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彰显共

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赤子情怀、始终如一的

人民立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

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

历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自诞生之日

起，我们党就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

上；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人民”二字始终重

于千钧。可以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

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

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这样一张经典照片：

1949 年 5 月，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部队进

入市区后，解放军战士严格执行“不入民

宅”的规定，和衣抱枪露宿在雨后湿漉漉的

街头。这是纪律严明的生动体现，更是“我

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的具

体实践。百年来，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的规定，到“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从“一定要关

心群众生活”的誓言，到“当好人民公仆”的

号召；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的宣示，到“为了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的勇

毅，为了人民始终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宗

旨，人民至上始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价

值追求。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

坚。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百年来，为什么我们党能始终坚守“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始终把“让人民

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目的？

就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

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

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

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纵观历史，我们

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人民谋

利益，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民心是最大的

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历史充分证明，为

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

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

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如果说，“一切为了人民”回答了我们

党的价值追求问题，那么“一切依靠人民”

则回答了我们党的力量源泉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

是真正的英雄。”回望历史，淮海战役胜利

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

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

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

的……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嘉兴南湖上

的一条小船到承载着 14 亿人民希望的巍

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前进，

正是因为始终把人民作为“源”和“本”，深

深植根于人民之中。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

挑战，只要有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去的坎，就没有

完成不了的任务。

昂首迈步新征程，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

民，大力发扬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

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我们这个风

华正茂的百年大党，就一定能团结带领亿

万人民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

伟业。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的内在逻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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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退耕还林

展览馆时，讲解员提及一个小插曲：几年

前，一位摄影爱好者偶然拍到一只“大黑

鸟”的照片，后经林业局核实确认为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黑鹳，这一消息令许多人欣喜

不已。当地人说：“环境好不好，看鸟就知

道。”黑鹳“光临”吴起，给这里的生态环境

投下了实实在在的认可票。

乘大巴车行进在吴起的山水之间，绵

延不断的绿色映入眼帘。很难想象，这里

20 多年前还是沟壑纵横、黄土满坡的景象

——固不住土、蓄不住水，随之而来的是打

不起粮，年年广种薄收，深陷“越穷越垦、越

垦越穷，越牧越荒、越荒越牧”的循环。“晴

天黄沙漫天，雨天黄水满山”“春种一面坡、

秋收一袋粮”，是曾经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

的真实写照。

困则思变。怎样解决广种薄收问题？

如何缓解沙暴漫天的现状？透支、牺牲环

境的老路子肯定不能再走了。“山的命脉在

土，土的命脉在树”，当地干部群众痛定思

痛，决定封山禁牧，把生态承受力弱、不适

宜耕种的土地退下来，将“嘴是一把剪，蹄

是四把铲”的山羊圈养起来，以“人退”换

“林进”“草进”。战争年代凝结而成的革命

精神，化为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的

实干和担当。短短几年间，吴起人民累计

栽树 4 亿多株，人均栽树近 4000 株，成为造

林史上的一个奇迹。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人

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

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如今，吴起县的

林 草 覆 盖 度 由 1997 年 的 19.2% 提 高 到

72.9%，实现了由黄到绿的历史性转变。在

最新的卫星遥感图上，吴起县的绿色令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当地因地

制宜探索生态扶贫模式，推出林业项目倾斜脱贫、劳务造林优先脱贫、

生态补偿帮助脱贫、护林管护扶持脱贫等一系列举措。从种植经济林，

到发展生态农业、休闲观光旅游，许多人通过吃“生态饭”致了富，全县

农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97 年的 887 元增至 2020 年的 13045 元，走

出一条生态文明建设和脱贫攻坚相互促进的新路子。可以说，从大地

绿起来、生态美起来到百姓富起来，吴起的变迁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最好证明。

放眼望去，吴起只是中国绿色拼图的一小块。从“山水林田湖草是

生命共同体”日益深入人心，到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生产生活，再到经济

发展与生态改善实现良性互动，一片片绿色延展开来，见证着发展思路

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事实证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

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惟其如此，才能让绿

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是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生态文明建设都是题中应有之义。锲而不舍、久

久为功，平衡和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我们就一定能守护好祖国的

绿水青山，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

（作者为本报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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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全国模范法官”周春梅

【故事】周春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监一庭原副庭长。她始终

坚守法治信仰，刚正不阿、秉公办案，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

定”要求。因多次拒绝为案件打招呼的非法要求，今年 1 月 12 日，周春

梅被人行凶报复，不幸遇害，年仅 45 岁。前不久，周春梅被追授“全国

模范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点评】

一位“所办案件经评查无一超审限、无一因过错被发回或改判”的

优秀法官，一位坚信“入党不是好看好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最重要的

是努力的过程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不变”的共产党员，一位

总是用善良和爱温暖他人的好同事、好妻子、好母亲……周春梅的不幸

离去，令人悲痛不已。她用生命捍卫法治信仰，如同梅花般傲立枝头，

留给世人芬芳和高洁。

从湘西贫苦农村家庭考入湘潭大学法学院，从法院的普通工作人

员成长为办案能手，周春梅坚持做“说实话、干实事，脊梁不弯的躬行

者”，把党纪国法铭记在心，从不让正义蒙尘。处理疑难复杂案件，她总

结办案“32 字诀”，用严谨细致的作风践行司法为民的宗旨；面对老乡、

同学的托关系、打招呼，面对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她断然拒绝人情干扰，

严格公正司法。在周春梅身上，我们看到了对法律和法官职业发自内

心的热爱，读懂了什么是法治信仰，何为初心本色。

“头顶三尺是法律，脚下支撑是品节。”这是周春梅在一篇读书笔记

中写下的话，也是无数优秀法律工作者坚守初心、担当奉献的真实写

照。甘当“燃灯者”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邹碧华，以“一点一点

往前拱”的信念，敢啃硬骨头，将司法改革不断推向深入；在工作岗位上

不幸殉职的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魏晶晶，37 岁便头发花

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为即将开始的庭审做准备；在云南的深山峡

谷之中，永德县人民法院乌木龙法庭庭长罗青松背着国徽去开庭，将公

平和正义带给父老乡亲……无数像周春梅这样的优秀法律工作者，以

精湛的业务能力、深厚的为民情怀、高尚的职业操守、专业的法治素养，

支撑起司法公正的脊梁，绘就法治中国的价值底色。

“以周春梅法官为榜样，不惧暴力，坚定排除干扰、坚持公正司法”，

周春梅不幸遇害后，许多政法干警表达了力排干扰、公正司法的决心。

她的事迹，也坚定了今天政法干警坚决贯彻“三个规定”的意志，激励更

多人成为法律的捍卫者和守护者。周春梅牺牲在了守护公平正义的最

后一道防线上，但她的精神长留在人们心中。

用生命捍卫法治信仰
桂从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

一把军号。它长 33 厘米、宽 10 厘米，金色

号身上布满了绿色的铜锈。看似普通的军

号，为何会被列为馆藏一级文物？因为它

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更是生

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

这把军号曾经的主人，是中国人民志

愿军二级战斗英雄郑起。1951 年 1 月，抗

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釜谷里战斗中，郑

起所在连队奉命夺取和守卫釜谷里南山阵

地。战至 3 日下午，全连弹药耗尽，班以上

干部全部牺牲，仅剩 7 人继续战斗。敌军

再次发起进攻时，司号员郑起吹响了这把

军号。听到气壮山河的号声，敌人惊慌失

措，一时难辨虚实，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

锋，纷纷掉头撤退。“一把军号退敌兵”，成

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传奇之一。

号音激昂，承载着舍生忘死、向死而生

的民族血性，标注着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

民族风骨。“联合国军”第二任总司令李奇

微曾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志愿军的军号：

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全部不要命地

扑向联军，每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

般溃退。的确，当冲锋号声在战场上响起，

志愿军官兵就会不怕一切牺牲、不顾一切

困难，坚决完成战斗任务。视号令重于生

命的志愿军，让敌人胆寒。谈起当年的事

迹，郑起总会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是志愿军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震慑住了敌人。”

号音悠长、穿越时空，伴随着人民军队

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南昌起义的枪声、井

冈山上的星星之火、六盘山中的“红旗漫卷

西风”、占领南京的“百万雄师过大江”……

红色足迹所到之处，皆有军号声声威震四

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1936 年在宁夏

拍摄了一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

那个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号手”，把红星

照耀下奋发不屈的中国军人形象传递到了

全世界。只要人在、号在，底气便在、阵地

便在，斯诺由衷赞叹：“这些千千万万青年

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

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

着这一切。”

战争时期，军号是沙场点兵的“武器”；

和平年代，号声是令行禁止的纪律。在风

雨如磐的革命道路上，人民军队听令而行，

坚信“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在强军

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三军将士闻令而动，把

号令意识融入军魂、注入血脉。随着我军

司号制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大江

南北的座座军营再次吹响军号，在历史荣

光中激扬“向前！向前！向前！”的壮志豪

情，赓续“永远跟党走”的红色传统。

新长征路上，高昂的旋律回响在一个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空。听党指挥、能打

胜仗、作风优良，革命军人的誓言分外响

亮。英雄屹立喀喇昆仑，他们说“我们就是

祖国的界碑”；逆行出征奔赴武汉，他们说

“疫情面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抗

洪抢险昼夜不息，他们说“别怕，有我在”；

练兵备战枕戈待旦，他们说“时刻等待祖国

召唤”……嘹亮军号奏响时代强音，雄姿英

发的人民军队必将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一把军号退敌兵
——从红色文物感悟初心使命⑨

邝西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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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我国陆续出台一系列纾困

中小微企业的政策举措，放宽市场准入、实

施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央行今年第

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小微企业

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不久前印发的

《关于做好 2021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

进一步对实体经济降成本提出具体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小企业能办大

事”。拥有“小而美”独特优势的中小微企

业，与民营经济高度重叠，是保市场主体的

重要对象，是保就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一些中小微企业

规模并不大，却在行业细分领域默默耕耘、

精益求精，占据市场领先地位，成为“隐形

冠军”。无论从地位作用还是实际贡献来

看，中小微企业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正因如此，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和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不断激发市场主体

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尤其是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一系列力度空前的惠企政策，

把“真金白银”送到企业手中。2020年，我国

新增市场主体 2502万户，实现了逆势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局良好，同时也

依然面临着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等压

力。对一些尚处于恢复期的企业来说，着

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政策措施尤为关键。

对此，近期政策工具持续加码，针对的都是

企业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难题。《关于

做 好 2021 年 降 成 本 重 点 工 作 的 通 知》提

出：“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

售额 10 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延续普惠小

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依法保障

中小企业款项及时支付”……这些政策，让

处在恢复期的中小微企业坚定了心无旁骛

谋发展的信心。又如，为进一步帮助市场

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支持小型微利企

业发展，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

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同时，通过减

免企业用人、用地、用能、物流成本等制度

安排，实现减税降费总量调整与结构优化

相结合。

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注入更多信心和底

气，既要有“雪中送炭”的帮扶，也要有“添

砖加瓦”的培育，从而更加科学精准助力企

业复元气、添动力、强活力。更优惠的税

费、更便利的融资、更大力度破除藩篱束

缚，一段时间以来，全口径综合联动施策，

在一增一减、一进一退之间，为企业带来精

准帮扶。针对融资难、融资贵等制约中小

微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确保 5 家国有大

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长 30%以上，

试点建立个体工商户信用贷款评价体系，

让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为中小

微企业打造“直通车”“快速路”……得益于

一系列政策举措，今年一季度，我国中小企

业 发 展 指 数 达 到 87.5，连 续 4 个 季 度 上

升。在一项对 3000 家中小企业的调查中，

八成受访企业对经济前景保持乐观。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

者胜。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段，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前途广阔、大有

可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上，中小微企业唯有加快转型升级，增

强内生动力，同时更好适应市场变化，提升

自我造血功能，才能不断将政策红利化为

创新活力，将历史机遇转为前行动力，踏踏

实实办好企业，不断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精准施策助力中小微企业
刘 赫

既要有“雪中送炭”
的帮扶，也要有“添砖加
瓦”的培育

前不久，北京市住建委印发老旧小区

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明确今年将有 300 个

老旧小区启动综合整治、100 个老旧小区

完成综合整治；继续推进“菜单式”改造，除

抗震加固、节能改造等必须改造的基础类

内容外，居民还可根据意愿选择增设电梯、

补建车位等自选类内容。

这正是：

改造项目可自选，

老旧小区换新颜。

精准施策惠民生，

美好生活暖心田。

曹 一图 沈 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