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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革命战争年代，一曲《解放区的天》唱

响祖国大地。

如今，昔日黄土高坡已变秀美山

川，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创新传承红色

基 因 ，积 极 探 索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新 路

径，革命老区的红色精神底色在新时

代熠熠生辉。

文明新风，走进农家

“培养‘四有公民’，传承良好家

风……”在延安市志丹县金丁镇，服

务村民的“小喇叭”又响起来。

延安地处黄土高原，墚峁众多，

人口分散，如何打通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延安根据实际情况，探

索推出“百姓小喇叭”服务。庭前院

后、田间地头，村民们可随时随地了

解新政策、掌握新技能。

此外，延安还在乡村开展了“文

明大篷车”活动，把服务送到村民家

门口。志丹县双河镇的一处小院内，

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志丹县“文明

大篷车”的志愿者们正在为当地群众

表演节目。扭秧歌、说相声、讲知识、

开义诊……“文明大篷车”一整套接

地 气 的“ 服 务 包 ”深 受 当 地 群 众 欢

迎。“真值得一看，希望能多来！”村民

张万兵边鼓掌边叫好。

一系列为民服务新举措，促进当

地形成文明新风尚。全国道德模范

和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3 人、全国文

明家庭 2 户、全国新时代好少年 2 名、

中国好人 58 人，陕西省道德模范 39
人、陕西好人 124 人，延安模范 733 人

……文明如种子，在延安遍地开花。

创新方式，传承精神

青灰色学生装，军绿色挎包，被

雨水打湿的裤腿……延安北京知青

博物馆里，来参观的年轻学子穿上旧日学生的服装，在玻璃展柜

前，认真求知的神情一如当年那些同样年轻的奔赴延安的青年学

生。延安党校、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革命圣地成

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圣地，每年有数百万人来这里汲取信仰的

力量。

“我们住在中国女子大学旧址的窑洞里，下山的时候穿着布鞋

冒着大雨走了一个小时山路，真切地感受到了过去学生的不易。”

一名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培训班的大学生感慨。

延安精神是从革命年代至今一面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为了

更好传承红色文化基因，延安不断创新红色精神传承方式，开发红

色精品旅游路线、全景式体验红军生活、红色 VR 展览等项目，将

红色精神、红色基因注入每个环节。

红旗飘扬在剧作人创新的舞台上。大型实景演出《延安保卫

战》引来观众的阵阵喝彩。

红旗飘扬在共产党员的心中。通过组织开展“岁月回音壁

——延安精神永相传”“我的红色足迹——圣地行”等演讲竞赛、情

景体验、读书分享、红歌“快闪”、文艺演出等活动，红色精神深深触

动人们的心灵。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小小

讲解员们讲解革命先烈事迹，引得游客拍手称赞。从 1992 年起，

延安市持续开展“小小讲解员”培育活动，目前共培养“小小讲解

员”4.7 万名，开展宣讲活动 10 余万场次，接待游客约 6520 万人。

提升服务，保障民生

延安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要求，文明城市

创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延安越来越“绿”。如今，延安累计退耕还林 1077 万亩，森林

覆盖率 53.07%，城区绿化覆盖率 42.65%，山川大地实现了由黄变

绿的历史性转变，年空气优良天数达 339 天。

延安越来越“暖”。在延安宝塔区，一间间小而温馨的社区共

享餐厅，坐满了社区老人、环卫工人、低保户等前来用餐的人员。

延安按照“共建共治共享，安全快捷清爽”的目标，把社区“共享餐

厅”建设列为重要的民生建设项目，努力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延安越来越“快”。近年来，延安与知名院校合作办学、办医，

老区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医疗、文化资源。政务服

务网上可办率 88%，100 个高频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和“最多跑

一次”，操作手续简化，居民生活更方便。

如今的延安，文明整洁、安全有序、充满活力。宝塔山下，延河

水畔，老区新貌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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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文明城市谱新篇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本版责编

张彦春 康 岩 宋 宇

李保国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

先锋”“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贫

攻坚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

师”等称号。2019 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

家荣誉称号。

“七一”前夕，河北邢台临城县李保国科

技馆，市民以及各地游客纷纷来到这里，敬

献鲜花，学习他的精神。

李保国，河北武邑人，1958 年出生，生

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三

十五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把山区生态治理

和群众脱贫致富作为毕生追求，创建了一套

完整的山区生态开发模式，探索出经济社会

与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被亲切地

称为太行山上“新愚公”。

1981 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

学生，李保国在河北林业专科学校（河北农

业大学林学院前身）毕业后，留校任教。上

班仅十几天，他便和同事们一起扎进太行

山，搞起了山区开发研究。

太行山多是“石头山”，土壤瘠薄。在前

南峪村，“年年种树不见树，岁岁造林不见

林”。李保国的足迹遍布山上的沟沟壑壑，

冒着危险，摸索用爆破整地的方法聚土积

流，经历多次失败，终获成功。土加厚了，水

留住了，树木的成活率从原来的 10%提高到

90%，前南峪植被覆盖率达到 94.6%。几年

下来，前南峪不仅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还成了“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之一。

从在前南峪村工作开始，李保国就把

“家”安在了太行山区。他常年起早贪黑，哪

怕刮风下雨都上山，研究课题，饿了就用馍

加白开水当餐饭。他常说：“搞农业科研就

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春播秋收，脚踏实地。”

2016 年 4 月 10 日，李保国因心脏病突

发，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家人、学生和他太

行山里的乡亲们。

30 多年间，李保国先后完成山区开发

研究成果 28 项，技术类及应用面积 1826 万

亩，让 140 万亩荒山披绿，带动山区农民增

收 58.5 亿元。他淡泊名利，既不拿农民给的

报酬，也不要企业的股份，终其一生保持了

共产党人的清正廉洁、无私奉献。

李保国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

革先锋”“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全国脱

贫攻坚模范”等称号。2019 年，被授予“人

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李保国：扎根山区 科学扶贫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

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称号。

廖俊波，福建浦城人，中共党员，1968
年 8 月出生，1990 年 8 月参加工作，生前

曾任福建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和县

委书记。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

层的路上。 2017 年 3 月 18 日，廖俊波在

赶往武夷新区主持召开会议途中不幸遭

遇车祸，因公殉职。

2011 年 6 月，廖俊波来到政和县工作

时，这里是福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经济发展各项指标长期居全省末位。经

过几年努力，全县财政总收入翻了两倍

多，连续 3 年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

佳”，贫困县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改变。

其中，针对农民发展生产“贷款难”问题，

廖俊波走访了县里每一家银行，最终以

200 万元为政府保证金，推出“三农小额担

保贷款”的定制型信贷产品。短短 3 年，当

地邮储银行发放支农信贷 6000 余万元，惠

及农民 700 多户，带动农民增收 2000 多万

元，全县贫困人口减少 3万多人。

廖俊波工作的岗位，都是“背石头上

山”的重活累活，他却从来都是不怕苦不

怕累，冲锋在前。2016 年 10 月，南平市确

定把武夷新区作为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身为副市长的廖俊波，致力于通过城市规

划建设，有力支撑南平经济社会发展。廖

俊波兼任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期间，组织

开展“新区建设攻坚战”，实行片区指挥长

负责制，武夷新区的建设突飞猛进：闽铝

轻量化车厢和物流车项目仅 69 天就建成

投产；智谷软件园项目建设仅用了 100 多

天……

廖俊波的微信昵称是“樵夫”，他认为

自己应该成为大家的“砍柴人”。就是这

样一位“樵夫”，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

致力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

没有气壮山河的豪言，却用一生切实的行

动诠释着为民造福、为民谋利。他常说

“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廖俊波以务实担

当的作风，推动了当地干部队伍精气神为

之一新。

2015 年，廖俊波荣获“全国优秀县委

书记”称号。 2017 年，被追授“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19
年，当选“最美奋斗者”。

廖俊波：苦干实干 造福一方
本报记者 钟自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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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纱罗网、一缕真丝线、一枚绣花针

……79 岁的张漪湲（见上图）鬓染霜发，戴

上花镜、支起绣架，指尖于针线间穿梭，行

云流水。一来一回间，流露出浸染岁月的

端庄与淑雅。

走进张漪湲的工作室，一张大书桌映

入眼帘：砚台、颜料整齐排列，剪刀、绣绷一

应俱全，30 多支毛笔样式各异……就在这

方书香世界里，创作出了许多秦绣佳作。

“秦绣又名‘穿罗绣’，上世纪 70 年代

起，从民间流传的‘纳纱绣’中挖掘、创新

而来。”张漪湲与秦绣结缘近半个世纪，倾

注了大量心血。刚落座，她便开始科普，

“这个极富陕西特色的绣种，制作过程可分

为画稿设计、纱上描稿、施针绣制等步骤。”

画稿设计是重中之重。三秦大地的人

文历史、民俗风物，都是常见的创作主题。

画稿多为彩色工笔画、装饰画，设计时，要

统筹考虑构图、色彩、意涵、针法等要素。

“画 稿 服 从 于 针 法 ，是 秦 绣 的 一 大 原

则。好的画稿设计，应该适合针法的运用，

而针法也能准确表达画稿的内容。”在张漪

湲看来，即便绣一幅名画，也不能简单照搬

画稿，需要再设计、再创作，提前考虑针法

操作。“设计者不仅要有绘画功底，还需熟

稔针法，缺一不可。”

秦绣的底料，一般是真丝纱罗。设计

好画稿后，匠人就拿起毛笔，在纱罗上描出

轮廓、线条。凑近绣架，细观纱罗，有白、

黑、咖啡色等多种颜色，经纬网孔细致缜

密，网眼大小各有差异。

“施针绣制前，还要配线。这些绣线，

每个色系都有几十种颜色。”张漪湲介绍，

秦绣有个鲜明的工艺特点——用单一颜色

的丝线，也能绣出深浅各异、层次分明的艺

术效果。

绣架旁边的墙上，一幅秦绣《兵马俑跪

射俑》十分惹眼。作品不到一尺高，里面绣

的兵马俑活灵活现——灰色的面容、灰白

色的战袍、深灰色的盔甲，不同颜色远近穿

插，极富立体感。“这幅作品，全部是由同一

种灰色丝线绣制而成。”张漪湲介绍，在纱

罗上依照经纬网眼施针，一孔一针或数孔

一针。跪射俑绣品里，战袍横向施针，盔甲

竖向施针，面部斜向施针……针法各异，疏

密不同，形成各种视觉效果。

经过数十载积累，如今的秦绣已发展

出 400 多种针法。它不追求实物形象的“逼

真”“写实”，不模仿形式上的绘画效果，而

是展现其装饰性、立体感。自幼喜爱刺绣

的张漪湲，几十年来一心扑在秦绣艺术上，

先后被评为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首届中

国刺绣艺术大师；2013 年，秦绣（穿罗绣）被

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工作室里，张漪湲的书桌倚着一扇大

窗。透过玻璃望去，屋外车来人往，室内十

分静谧。一窗之隔，两个世界，静心沉潜方

能体悟别样境界。“秦绣是手工的，更是心

灵的。”在张漪湲看来，秦绣作品应把地方

特色与文化内涵相统一，“每一针、每一线

中，都浸润着生机与感动。”

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张漪湲——

穿针引线 纱上生花
本报记者 高 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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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稿 设 计 、纱 上 描

稿、施针绣制……耄耋之

年的张漪湲在秦绣技艺

传承的路上坚守了一辈

子。在她的绣针下，每幅

作品都栩栩如生、活灵活

现；在她的努力下，传统

秦绣焕发出勃勃生机。

本报南京 6月 14日电 （记者姚雪青）“现在，营商环境、人才

环境、工作生活环境都很好，大家可以安心搞研发。”日前，江苏省

宿迁市宿城区科技镇长团团员周保充说起当地创业环境，竖起了

大拇指。挂职即将结束，他选择全职留在宿城创业，成立江苏沃

飞激光技术有限公司，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发脉冲光纤激光器等

产品。

近年来，宿城区以产业蓝图吸引集聚人才，推动形成人才兴

旺、产业融合的新局面。6 年多来，当地依托人才集聚作用，按下

产业发展“快进键”。目前，宿城激光产业园集聚企业近 70 家，其

中，24 家发展成为规上企业，14 家入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0
年，宿城区新引进科技型开工项目 42 个，申报省级以上产学研合

作项目 15 个。

人才兴旺、产业发展的背后，是宿城区人才引进和保障机制创

新。据了解，该区聚焦技术技能人才和基层一线人才发展，打通技

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聚焦各类高端人才引进，持续提升人才服

务水平，选派人才服务专员，为人才落户开通教育、医疗、社保等绿

色通道，为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留住人才提供更多机制保障。

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创新人才引进机制

人才兴旺 产业融合

日前，福建泉州市晋江晋工机械的党员职工吴景毅在调试装载机。

今年以来，泉州市在企业中广泛开展各类活动，把党史学习教育延伸到车间班组一线，激发党员职工干事热情。目前已举办各类“微学习”

活动 1100 多场，设立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 1.2 万个。党员职工围绕技术攻关、管理优化、安全生产等方面领办具体事项 3.5 万项，为企业发展增

添更多助力。 董严军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6 月 14 日电 （记者常

钦）日前，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我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

连续六年保持在 97%以上，总体呈现

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同时，农产品质

量安全风险隐患在部分地区、部分品

种上依然存在。农业农村部将实施

三年行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农业农村部要求，在工作推进上，

重点把握好“五个环节”：控源头，加强

农兽药管理；抓生产，规范农兽药使

用；盯上市，推进准出准入衔接；强执

法，严惩重处禁用药物使用行为；建制

度，标本兼治构建长效机制。压实生

产主体、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三个责

任”，把治理成果固定下来。

据 介 绍 ，下 一 步 要 开 展 督 导 调

研。各地要加大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

投入保障力度，转变生产方式开展绿

色防控。农业农村部将推动把治理行

动的开展情况和工作成效纳入食品安

全考核中，并将安排暗查暗访和飞行

检查。

据了解，行动力争用 3 年左右时

间，推动生产方式进一步转型升级，绿

色防控技术得到普遍应用，生产销售

的食用农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属地责任、监管责任、生产经营者

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

我国农产品合格率
连续六年 97%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