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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2 月，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

战略东移的重大决策，广大石油、地质

工作者满怀豪情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

广袤的松嫩平原，展开艰苦的地质勘

探，终于在新中国成立 10 周年前夕发

现了大庆油田，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

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60 多年

来，几代大庆人艰苦创业、接力奋斗，在亘

古荒原上建成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

地，铸就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

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信祝贺

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时强调：“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希望大庆油田全体干部

职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大

庆精神、铁人精神，不断改革创新，推动

高质量发展，肩负起当好标杆旗帜、建

设百年油田的重大责任，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石油工业基

础十分薄弱。1949 年原油产量仅 12 万

吨，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依靠进口。

1960 年，石油大会战轰轰烈烈地展开。

为了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以铁人王进

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在当时极其

困难的条件下，以“宁肯少活 20 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冲天豪情，仅用 3
年多的时间就夺取了大会战的胜利。

60 多年来，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 24.3

亿吨，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三次采油基

地，自 1976 年攀上年产原油 5000 万吨

高峰后，大庆连续 27 年保持 5000 万吨

水平，至今仍保持稳产高产……大庆油

田的开发建设，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

煌业绩，挺起了民族工业的脊梁，大长

了中国人的志气！

从面对当年“青天一顶，荒原一片”

的恶劣自然环境，到攻克今天世界级的

勘探开发难题，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

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60 多年来，

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激发为国争

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誓言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砥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

业精神；坚持在苦干的同时注重巧干，

彰显讲究科学、“三老四严”的求实精

神；笃信“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

稳产再高产”，展现胸怀全局、为国分忧

的奉献精神……大庆油田的广大职工

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

使命感，战天斗地、拼搏奉献，谱写了一

曲曲建设社会主义的激越赞歌，让大庆

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团结凝

聚百万石油人的强大精神动力，集中展

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崇高品质和精神

风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

祖国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

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

组成部分。”

前进道路上，大庆精神永远是激励

中国人民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

神财富。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我

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

峻挑战。奋斗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要

结合新的实际，一如既往、与时俱进地

大力弘扬大庆精神，坚持“爱国”，把自

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

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

民，奉献国家；坚持“创业”，大兴艰苦奋

斗之风，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增强干事

创业敢担当的本领，保持锐气、焕发朝

气、增添勇气；坚持“求实”，奋发进取、

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多做实实在在的

事情，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业绩；坚持“奉献”，激扬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精神 ,不计个

人得失，舍小家顾大家，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回 首 峥 嵘 岁 月 ，大 庆 的 探 索 和 成

功，体现了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

设、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成功。展望

光明前景，大力弘扬大庆精神，保持艰

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我们就

一定能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铸

就新辉煌！

大 力 弘 扬 大 庆 精 神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之十一

本报评论员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

有其源。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首次阐述“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

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

神，标识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的根脉和

源头，揭示了我们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

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成功密码。

在伟大建党精神之中，“践行初心、

担当使命”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初衷不

改、本色依旧的鲜明特质，生动诠释了

共产党员的政治品格。100 年来，一代

又一代共产党人勇担使命、奋发有为，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像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黄大发、周

永开等，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共产党人的

杰出楷模，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优

秀品格，那就是敢于担当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

刻论述“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

坚力量”“没有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

和执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会落空”，

突出强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

励和约束并重”，明确要求“建立崇尚实

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

系”，鲜明指出“要建立健全干部担当作

为的激励和保护机制”，阐明了党的干部

为什么担当、怎样担当，干部工作如何

推动干部担当等重大问题，对我们做好

新时代的干部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2018 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意见》，中央组织部召开座谈

会部署推动，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担当

作为先进典型选树宣传工作；2019 年，

中央组织部制定进一步激励干部担当

作为 9 条具体措施，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不担当不作为问

题专项整治；2020 年以来，中央组织部

围绕抗击疫情、复工复产工作和打赢脱

贫攻坚战等，加强言论引导，推荐典型

做法和经验，抓好面上工作指导和督促

落实。按照党中央要求，各地及时出台

有关配套制度，逐级强化责任，综合施

策、持续用劲，推动干部激励的正向效应

不断显现，干部队伍的精气神有效提振。

围绕中心任务，
增强广大干部践行
担当的行动自觉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中心任

务、大战大考从来都是广大干部践行初

心使命的试金石和磨刀石。

面对疫情防控、抗洪抢险等重大斗

争，各地突出关键时刻看担当、严峻考

验辨德才，在斗争一线鲜明亮出干部优

与劣的标尺，组织引导广大干部当先

锋、打头阵、作表率。湖北坚持把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培养锻炼和发现

识别干部的主战场，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推动广大干部下沉一线、

靠前指挥、严防死守，疫情防控期间 4
万余名市县乡领导干部日夜奋战在医

疗卫生、应急保障、公共服务第一线，经

受生与死的考验。安徽制定重大斗争

专项考察意见，组织力量深入省直单

位、市县和基层一线，开展谈心谈话，

2020 年 在 防 疫 抗 洪 一 线 表 现 突 出 的

235 名干部得到提拔使用或职级晋升。

近段时间以来，面对来势汹汹的汛情，

河 南 等 地 坚 决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对

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求，引

导广大干部迅速行动，发扬连续作战精

神，投身抗洪抢险、抗台防汛第一线开

展救援工作；7 月底以来，面对严峻复杂

的疫情形势，一些省积极组织动员广大

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疫情防控斗争，抓好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巩固来之不易的疫

情防控成果。

面对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任务，各

地坚持尽锐出战，大力选派骨干力量下

沉一线，引导干部在攻坚克难中提高政

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1800 多名同志

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攻坚征程上。甘肃

制定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中更好地激励

干部担当作为具体措施，从政治激励、生

活保障、情感关怀等方面提出八大类 19
条措施。黑龙江集中开展脱贫攻坚专项

考核，提拔 10 名担当作为的国家级贫困

县 县 委 书 记 兼 任 上 一 级 领 导 班 子 副

职。宁夏、青海以及广西南宁、西藏阿

里等地根据脱贫攻坚和产业发展需求，

采取直接“点将”方式，选派一大批优秀

干部到贫困县挂职、任职或者担任第一

书记等，充实基层工作力量。

面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部署，各

地坚持以实绩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用

实绩兑奖惩，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新

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

建新发展格局，在“十三五”圆满收官、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的生动实践中担

当重任。江苏紧扣推进高质量发展主题

制定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年度考核指标

以及相应实施办法，用好发展高质量、党

建 高 质 量 、社 会 满 意 度 评 价 三 张“ 考

卷”。内蒙古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

组织开展“思想再解放、笃行新发展理

念，推动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学习大

讨论。湖南就全面加强干部工作五大

体系建设印发实施意见，通过干部工作

高质量发展服务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山西紧扣深化国企改革需要选

拔一批省直职能部门正厅级干部到企

业任职。上海浦东新区将工作实绩量

化成“进步指数”，有效引导广大干部你

追我赶、奋勇争先。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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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这里光秃秃的，现在树绿绿

的。”站在高处，指着远处雅鲁藏布江两

岸成荫的绿树，边久高兴地说。

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区是

高原高寒风沙类型区，曾经土地沙化严

重。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扎囊县人，边久的印象里，过去雅鲁藏布

江两岸沙丘裸露，大风一来，黄沙漫天。

上世纪 80 年代起，山南市开始在

雅鲁藏布江沿岸建设防护林，40 余年来

累计造林 4500 多万株。 1984 年，26 岁

的边久买了一辆车跑运输，刚开始就是

帮扎囊县林业部门搬运树苗。

几年后，看着曾经光秃秃的山头变得

绿意盎然，边久有了种树的想法。向林业

人员学习育苗技术后，他开始种植树

木。因为技术好，他种的树成活率颇高。

2004 年，边久在当地政府资助下建

立起个体苗圃基地。2006 年，他承担起

雅鲁藏布江北岸桑耶镇、阿扎乡等两镇

三 乡 6 万 余 亩 治 沙 工 作 ，采 用 砾 石 压

沙、草方格等办法，有效减少了风沙肆虐。

工 程 造 林 、园 林 绿 化 、防 沙 治

沙 ……各种和绿化有关的项目，边久都

积极参加。“如今种树效益好，干活还要

抢嘞。”目前，边久的苗圃基地年产值四

五百万元，有 70 多名员工。

在山南市桑日县绒乡程巴村，一座

占地千余亩的苹果园里，当地村民正在

忙碌。“村里的苗圃基地育苗，树苗拿去

造林，果树能够结果，果园还是景点。”

村民巴桑达瓦说，“种树就是种希望。”

除了个人，很多企业也参与绿化造

林。由西藏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等 3
家单位共同出资建设的藏草万亩植物

种 苗 繁 育 基 地 ，2017 年 3 月 落 户 扎 囊

县，总投资 3 亿元，集科研驯化乡土植

物、生态修复等为一体。

基地暖棚里，仁庆罗布细致地修剪

着枝丫。从农民到工人，仁庆罗布经历

了艰难的学习过程，但他觉得值，“干活

有工资，土地流转有分红，收入像暖棚

里的树一样，噌噌地涨。”

根据规划，山南市在雅鲁藏布江北

岸沙地区域实施了万亩苗圃基地、千亩

经果林等一批生态产业项目，初步形成

生态种植、生态旅游等多元生态产业体

系和江北万亩林果经济带。

如今，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贡嘎

县到桑日县之间，形成了长 160 公里、

宽 1.8 公 里 、面 积 约 45 万 亩 的 防 护 林

带，有了这条“绿色长廊”，沿线每年的

沙尘天数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 60 余天降

至目前的不到 10 天。

“种树就是种希望”
本报记者 申 琳 徐驭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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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米跳台决赛，五个动作三跳满分！东京奥

运会上，14 岁少女全红婵一鸣惊人。作为中国奥

运代表团最年轻的运动员，以创纪录的成绩夺得

10 米跳台冠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东京水上

运动中心上空。

全红婵是幸运的，凭着天赋与努力，绽放青春

的光彩。而这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团队体系多年

不辍的培养，有一家人温暖而坚定的支持，更有一

个重视体育、珍惜人才的强大祖国。

冠军之路：从海滨小城
走出的天才少女

广东省湛江市，这座南海之滨的小城，素有中

国跳水之乡的美誉，诞生过陈丽霞、劳丽诗、何冲、

何超等 4位世界冠军。

全红婵的家，就在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迈合

村。这个只有 3.3 平方公里的村庄共有 339 户，不到 2000 人。

这样的村庄，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如同沧海一粟。但全红婵这个

苗子，却被细心的教练发现了。

2014 年 5 月，麻章镇迈合小学，正在和同学们做游戏的一年级学生

全红婵吸引了湛江市体育运动学校跳水教练陈华明的目光。无论是跳

皮筋还是跳格子，她的身形轻盈、动作灵活。

对孩子们进行了弹跳和柔韧性方面的测试后，陈华明初选了几个

苗子，其中就有全红婵。

4 个月后，全红婵到湛江市体校报到，开启了她的体育生涯，离家

时她依稀记得爸爸说：“要为国争光。”

刚起步时，她还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但很快，这个活泼开朗的

小姑娘喜欢上了跳水。训练只能在露天跳水池进行，完全要看天的“脸

色”，夏天打雷下雨不行、冬天太冷不行，全年只能训练 7 个月。

跳板是铁制的，夏天被晒得滚烫，她只能用毛巾挤水给跳板降温，

然后一次次迎着炫目的阳光，一跃入水。

“即便是如此艰苦的环境，全红婵在训练中的刻苦、认真慢慢表现

出来了。”陈华明说，“她的成功并不完全靠天赋。”

全 红 婵 是 同 伴 中 第 一 个 登 上 3 米 板 ，接 着 是 5 米 跳 台 、7 米 跳

台 ……两年后，她又是第一个站在 10 米跳台上，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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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表现出高昂

斗志、顽强作风、精湛技能，生动诠释了奥林匹

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实现了“使命在肩、奋

斗有我”的人生誓言。本报从今日起推出系列

报道，讲述中国体育健儿励志故事，展现他们

的精神面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带动群众体育发展，推

动增强人民体质、推进体育强国建设。

编者的话
日前，位于浙江省舟山市的舟岱大桥主通航

孔桥 3 座索塔完成涂装施工。

舟岱大桥目前已完成施工 97%，计划今年底

全线建成。大桥建成后，将对完善地区综合交通

网络、支撑产业布局规划、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舟岱大桥主通航孔桥。

姚 峰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