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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晚，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体育公园内，市民

正在运动。

近年来，肥东县在居民聚居区周边陆续新建、改扩建

了体育公园、和睦湖公园、右岸公园等多处休闲运动场所，

同时配套完善夜间亮化工程，以满足市民就近休闲、健身

锻炼的需求。 阮雪枫摄（影像中国）

运动公园
夜间开放

（上接第一版）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管够不浪费”“吃好

不奢侈”……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人民群众

成为作风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

二审维持死刑判决！

2021 年 1 月 21 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

事长赖小民受贿、贪污、重婚案二审公开宣判，维

持一审死刑判决。

依法惩处“金融巨贪”，再次展现出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

意志。

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腐败、以什么样的行

动破除腐败，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成败

兴衰。

时间回到 8 年多前，2012 年 11 月 15 日，人民

大会堂东大厅。

十 八 届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首 次 亮 相 ，面 对

500 多名中外记者，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深沉

冷静——

“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

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

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

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

“打铁还需自身硬。”形象生动的话语，字字

千钧。

2 个月之后，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铿

锵誓言——“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言出必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力度空前的

反腐败斗争拉开序幕。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上至周永康、

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大老

虎”，下到群众身边的“蝇贪鼠害”，谁也没有免罪

的“丹书铁券”，谁也不是“铁帽子王”。

这是震撼世人的果敢决绝：从党的十八大

到党的十九大 5 年间，经党中央批准立案审查

的 省 军 级 以 上 党 员 干 部 及 其 他 中 管 干 部 440
人 。 全 国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立 案 154.5 万 件 ，处 分

153.7 万人，其中厅局级干部 8900 余人，县处级

干 部 6.3 万 人 ，涉 嫌 犯 罪 被 移 送 司 法 机 关 处 理

5.8 万人。

“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以身许

党许国、报党报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

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

要得罪 13 亿人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斗争

中，习近平总书记展现出旗帜鲜明的坚定立场，

勇毅决绝的意志品质，推动反腐败斗争夺取压

倒性胜利。

这 是 有 目 共 睹 的 震 慑 效 应 ：党 的 十 九 大

以来至 2018 年底，全国共有 2.7 万名党员干部

主 动 交 代 了 违 纪 违 法 问 题 ，5000 余 名 党 员 干

部 主 动 投 案 ；2019 年 ，全 国 有 10357 人 主 动 投

案 ，其 中 中 管 干 部 5 人 、省 管 干 部 119 人 ；2020
年 ，全 国 有 1.6 万 人 主 动 投 案 ，6.6 万 人 主 动 交

代问题。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信赖，增强了党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为推进

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
倡廉的实际成果”

“没想到被贪污的钱还能回到我们手上！”拿

着交还到手里的林补钱，四川省达州市渠县金马

村村民邓小刚感慨地说。

2020 年 8 月，县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将金马

村原村委会主任侵占的 7000 元公益林补偿资金

清退给 35 户村民。

金额不大却危害不小，“微腐败”也可成为

“大祸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刻的认识：

“相对于‘远在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

前’嗡嗡乱飞的‘蝇贪’感受更为真切。”

“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真对

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决纠正。”

习近平总书记如是强调。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打响，

另一场脱贫攻坚的“护航战”也同时打响。

2015 年 11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印发。

2016 年 1 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着重提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的要求，明确强调“对基层贪腐以及执法

不公等问题，要认真纠正和严肃查处，维护群众切

身利益，让群众更多感受到反腐倡廉的实际成果。”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这次中央纪委全会立

即对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作出专门部署，强

调要以严明的纪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保障。

2017 年底，中央纪委部署在 2018 年至 2020
年开展为期三年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

雁过拔毛、截留私吞、吃拿卡要、优亲厚友

……一个个扶贫领域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在强大

的监督执纪问责力度下被坚决查处。

2017 年，全国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

题 4.87 万件；2018 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 13.1 万件；2019 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 8.5 万件；2020 年，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 6.5 万件……始终保持高位的数据背

后，是纪检监察机关雷厉风行的执纪力度。

从教育医疗到就业创业，从养老社保到环境

保护，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儿，正风反腐的

焦点就在哪儿。

2020 年 2 月 20 日，改头换面逍遥法外多年

后，孙小果在云南昆明被执行死刑，而他背后的

“保护伞”，也在扫黑除恶的强大攻势下覆灭，让

很多人拍手称快。

扫黑除恶，这是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2018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

结合起来，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面的‘保护伞’。”

同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开启了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序幕。

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黑龙江呼兰“四大

家族”涉黑案、海南昌江黄鸿发家族涉黑案……

三年来，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案件 89742 件，立案处理 115913 人，党纪政务

处分 80649 人，移送司法机关 10342 人。

坚决打掉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坚

决铲除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人民群众

真切感受到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朱基钗、范

思翔、郭敬丹）

（上接第一版）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

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动力。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不可阻

挡，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是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奋进新时代、书写中华文明新的辉

煌篇章的伟大时代！中国人民的每一分子，中华民族

的每一分子，都应该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感到骄

傲、感到自豪！在同心共筑中国梦、携手奋进新时代的

新长征路上，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继续团结一心、艰苦奋斗，风雨无阻

向前进，我们就一定能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

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上接第一版）切实增强围绕“国之大者”履职尽责的思

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深入领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

根本要求，充分汲取我们党百年来自我革命的宝贵经

验，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做好监督执纪执法、“三不”一

体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等工作，更加有效发挥监督

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要自觉践行伟大建党

精神，锤炼政治品格，提升能力水平，努力建设可亲可

信可敬的纪检监察队伍。

赵乐际还参观了中共长春支部纪念馆，强调纪检

监察机关要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

色血脉，忠诚干净担当地做好本职工作。

朴素而整洁的房间内，一身志愿军戎装

挂在老战士孙景坤的床边。这是孙景坤（上

图，刘海东摄，新华社发）住进辽宁丹东市光

荣院后的唯一要求。他最爱穿的，仍是这套

军装。

年近期颐，褶皱的脸上写满岁月的痕迹，

但每当国歌和军歌旋律响起，老人总是目含敬

意，深情致以军礼。这一刻，老战士神采奕奕。

孙景坤，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

村原第一生产队队长，先后参加四平、辽沈、平

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等战役战

争，英勇顽强，屡立战功。退役后毅然回乡带

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前、

公而忘私崇高品质的典范。

孙景坤说，他不是英雄。但他所做的一

切，却尽显英雄本色。

冲锋陷阵 英勇顽强

“这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孙景坤眼

噙泪花，慢慢回忆，“那场激战下来，好多战友

都牺牲了，阵地上最后只剩下我们 4 个人……”

这场战斗，本不会有孙景坤的加入。

1950 年，刚从海南战场胜利归来的孙景

坤，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 40 军 119 师的一名战

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被送回丹东治疗。

可孙景坤“养了一个多月伤，心里时刻想

着奋战在朝鲜战场的部队和战友”，腿伤还没

好利索，就第二次跨过鸭绿江奔赴前

线。因为没有找到之前的部队，只好

再次回国。当他费尽周折打听到自

己部队的下落后，第三次奔赴朝鲜。

三别故土、三次渡江，让孙景坤

参与了这场激战。

这次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发

起的 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力支援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当年 10 月 27 日，残酷的争夺战在 161 高

地进行。那时，阵地上的 3 营 8 连只剩下副连

长支全胜和 5 名战士，他们已把爆破筒和手榴

弹 抱 在 怀 里 ，准 备 随 时 与 敌 人 展 开 最 后 的

战斗。

“孙景坤，带队在 20 分钟内送 8 箱手榴弹

和 2 箱转盘枪子弹到高地上去！”营长下达命

令。7 连副排长孙景坤临危受命，带领 9 名战

士，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进攻冲向高地。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马上投入战斗！”支

全胜一把搂住孙景坤。

“副连长放心，保证守住阵地！”孙景坤立

即安排增援战士各就各位。敌人又开始进攻

了，孙景坤和战友们奋力阻击。从中午到深

夜，孙景坤和战友们一连击退了敌人 6 次进攻。

这次战役后，孙景坤荣立一等功。后来，

他被朝鲜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受到毛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孙景坤身上至今还留下 20 多处伤疤。“现

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

一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

解甲归田 造福桑梓

1955 年复员时，孙景坤放弃了可以留在城

市的机会，选择回到自己家乡山城村务农。

从农民到战士，又从战士回归农民，在谈

及这一选择时，孙景坤说：“我是一名共产党

员，只要能够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在哪里都

一样。”

回乡第三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

劳动，很快就被选为第一生产队队长。自此，

他几十年如一日扎根乡村，带领群众改变家乡

面貌。

山城村处于鸭绿江支流大沙河转弯处，那

时防洪能力薄弱，修堤筑坝迫在眉睫。孙景坤

就带头用筐挑、用肩扛，带领乡亲们筑起一座

堤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城一队的山光秃秃

的。孙景坤又带着乡亲们拎水上山，在滚兔岭

上栽下落叶松。如今，落叶松长成了材，树干

粗得连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都抱不住。

后来，孙景坤发现后山适合种板栗。他又

是培植又是嫁接。几年过后，后山栽满了板栗

苗，成了村民生活来源。

孙景坤还带领乡亲们挖淤泥，造台田，台

田上种玉米，台田下种水稻。就这样，荒弃的

土 地 变 成 了“ 聚 宝 盆 ”，实 现 了 玉 米 水 稻 双

丰收。

一段顺口溜，村里依然在流传：“山城一队

北部湾，当年就是烂泥滩，一遇水涝就不收，如

今变成米粮川。”

“ 我 们 现 在 过 上 了 好 日 子 ，都 得 感 谢 孙

老。”说起孙景坤，山城村的乡亲们都竖起大

拇指。

老党员刘振发记得，“村里种植蔬菜，要挑

粪施肥，一个担子挑两个木桶，装满了有 100 多

斤，还得走 8 公里的盘山土路，孙景坤那时每天

都带头干。”

回乡务农数十载，孙景坤从不怕吃苦，他

常说：“躺着享受，怎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深藏功名 淡泊名利

辽沈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平津战役中，荣立

二等功；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荣立二等功；抗美援

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

孙景坤屡立战功，但是回乡务农后，他却

从不主动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荣誉，更没有借着

荣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就连他的儿女，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对父亲所获的荣誉一无所

知。直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平移重建征集

资料时，孙景坤默不作声地将立功证书、立功

喜报和部分珍贵老照片捐了出来。

刘振发回忆，很多年前，听一个叫张德胜

的孩子讲起，他曾经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奋战

在危急情况下的副排长孙景坤”，立即拿到孙

景坤面前，兴奋地说，“二大爷，你是书上的英

雄！”孙景坤却淡然否认，“那不是我”。

张德胜一字一句地念文章，孙景坤还是否

认，“重名了，不是我。”直到念到副连长支全胜

的名字时，他突然插嘴，“他才是真英雄，腿都打

没了。”随后，孙景坤叮嘱张德胜把书收起来。

军功章他深藏，入党时间他牢记。即使 97
岁了，孙景坤也能准确说出入党时间：“1949 年

1 月，在北京，参军一整年时。”这个经历过硝烟

与鲜血考验的身份，他珍惜了一生。

“老人从来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身

上那份朴实纯粹，让人感动！”山城村党支部书

记邱大鹏说。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

一生践行铮铮誓言
本报记者 辛 阳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七一勋章”获得者

福建长汀博物馆，一盏只

剩下金属骨架的马灯静静地陈

列在玻璃柜中；它的主人，正是

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

表何叔衡同志。在全国各地的

革命历史纪念馆、博物馆里，有

一类革命文物很常见——形态

各异的灯。一件件普通的照明

灯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孜孜

追求真理的见证。穿过历史的

云烟，我们仿佛看到革命前辈

在灯下苦读马列著作的身影，

感受到真理的巨大能量和无穷

魅力。

对真理的追求、对学习的

坚 持 ，彰 显 着 一 种 高 尚 的 精

神。在井冈山等地，毛泽东同志

在普通的桐油灯下写作《中国

的 红 色 政 权 为 什 么 能 够 存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

名篇；在延安的“干部学习节”

上 ，朱 德 同 志 被 公 认 为“ 模 范

学生”；在战斗前线，邓小平同志

专 门 叮 嘱 给 刘 伯 承 同 志 准 备

一盏煤油灯，正是在这盏油灯

下，刘伯承同志翻译了大量俄

文 军 事 理 论 著 作 。 以 真 理 的

精神追求真理，让党和革命军

队 领 导 人 不 畏 艰 苦 卓 绝 的 环

境，借着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学

习和工作，成为外国记者眼中

“ 头 脑 敏 锐 、思 想 深 刻 和 具 有

世界眼光的人”。

灯烛虽微弱，光焰却灿烂。追寻真理、学习理

论，不只是体现在领导人身上，也成为当时普通党

员和官兵的自觉行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吃小

米饭，攻理论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当时有个说

法，青年学生到延安学会了“两法”，即辩证法和战

法。许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再加上革命

斗争的实践锻炼，祛除了思想的杂质，在政治上日

益成熟起来。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说：你们是过着

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

思列宁主义。

回溯历史，我们党之所以坚强有力，一是靠理

想信念，二是靠铁的纪律。坚定理想信念、锻造铁

的 纪 律 ，仰 赖 于 对 理 论 的 不 断 学 习 和 融 会 贯 通 。

彭德怀同志说：“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

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

作。”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建立在马克思主

义科学理论之上；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品格和奋斗

精神，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滋养和熏陶。今

天，我们赓续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就

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伟力，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体悟信仰的味道，传承好真理的火炬，让真理的光

芒照亮前行之路。

思想就是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

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全面

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的 科 学 指 引 。 正 是 在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引下，我们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铸就了新时代的新辉煌。

学史明理，思想先行。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

人，关键就是要更好坚守信仰、追求真理、坚定信

念，把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一种自觉、

一种习惯。

“传薪仰一灯”。党史中有信仰之根、精神之魂，

也有烛照未来的光亮、辨明方位的指针。学习党的

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站在理论的高峰，始终

做“真理的追求者”，努力成为“行动的马克思主义

者”，我们就能充满奋进力量，无往而不胜。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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