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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共产党员

走 进 西 藏 百 万 农 奴 解 放 纪 念 馆 观 看

展览、到新开通的那拉高速体验其壮观和

便捷……

近日，西藏自治区安多县扎仁镇的 3 个

驻村工作队联合组织了农牧民优秀党员

代表赴拉萨，开展“走高速、看展览、学党

史”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活动，体验感受西

藏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新 旧 对 比 两 重 天 ，

扎 仁 镇 麦 龙 村 村 委 会 副 主 任 桑 梅 感 慨 ：

“ 中 国 共 产 党 带 领 西 藏 百 万 农 奴 翻 身 做

了主人，过上了小康生活，我们一定要铭

记 历 史 ，倍 加 珍 惜 现 在 来 之 不 易 的 幸 福

生活。”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民族地区认

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把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相结合，立足地方实际，突出民族特色，确

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创新形式，让民族
地区群众听得懂、听得进

“红军来过咱们铜仁沿河，还留下不少

战斗遗迹……”早上 9 点，贵州省铜仁市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土地坳镇沙湾村的小喇叭

准时响了起来，镇里请来的专家正在开展

“四史”宣讲。沙湾村党支部书记文街介

绍，村里还创新利用乡村夜话、农民夜校、

田间课堂等形式，组织老党员讲红色小故

事，用群众听得懂、听得进的语言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很受群众欢迎。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民族地区创

新方式、丰富内容，掀起一波又一波党史学

习教育热潮。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龙 胜 各 族 自 治 县 是

一个有苗、瑶、侗、壮、汉等 5 个民族聚居的

山区县。龙胜把民族团结进步史融入党

史学习教育中，组建 10 支“党员+寨老”的

宣讲队伍，推出“红军岩上表决心”“红军

楼上讲党史”“红军路上种红枫”等体验课

程，深入开展“民族政策得民心，瑶寨宣讲

感党恩”等宣讲活动 200 余场，覆盖各族干

部群众超过 6 万人次。在共学互促中，民

族团结进一步加强，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

样紧紧抱在一起。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如何扩大党史学

习教育辐射半径，打通“最后一公里”？青

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有思路：在线上，开设

“党史百年天天读”“党史故事大家讲”等自

办栏目，推出“云长征”活动，组织广大党员

随时随地学；在线下，聘任 199 名基层宣讲

员，深入雪山草原，走到牧民群众家门口，

开展基层宣讲 1060 余场次，大力宣讲玉树

灾后重建、生态环境保护中取得的成就，让

老百姓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变化中感受党的

伟大、党的关怀，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

守护人。

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民间冬不拉小分

队”来到青河县阿热勒镇喀让格托海村广

场，随着悦耳的冬不拉乐曲奏响，宣讲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民间冬不拉

小分队”骑着摩托车、骑着马走进山区冬窝

子、牧场毡房，把宣讲送到家门口，共演出

2000 多场次，覆盖群众 2 万多人次，深受老

百姓欢迎。

丰富内容，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相结合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民族地区结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一项

重要内容，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

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

内蒙古自治区组织全区教育系统全体

师生同上“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时代新人”开学第一课，250 多万名师生、群

众观看。分散在全区各地的 75 支“红色文

艺轻骑兵”乌兰牧骑，纷纷组建党史学习教

育小分队，深入城市社区、农村嘎查、部队

学校等基层一线，将党史知识、红色故事积

极融入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中，引导各族

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

观、文化观、宗教观，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越铸越牢。

西藏自治区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西藏地

方和祖国关系史等学习教育相结合，与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

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相结合，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参观西藏和平解放 70
周年成就展、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西

藏军区党史军史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累

计 90 万余人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维

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强各族

群众的“五个认同”。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扎实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市党组织制定

“民生实事计划”2580 件，全市党员制定“为

民办事清单”16588 件；宣威市通过“文艺+
宣传”宣讲模式，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开展

宣讲活动 20 余场，让少数民族党员干部群

众 更 加 深 刻 地 理 解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初 心

使命。

国庆前夕，位于宁夏银川市的北方民

族 大 学 校 园 内 红 旗 飘 飘 、歌 声 嘹 亮 。 共

2700 余人参加了“庆国庆·感党恩——校园

重走长征路”主题教育活动。“早在红军长

征路过宁夏期间，我们党就通过颁布一系

列政策、文件、宣言，留下了民族团结的佳

话。”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马惠兰说，“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

线。新时代，我们更要讲好民族团结的历

史，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

力量。”

（本报记者李昌禹、邓建胜、姜峰、杨文

明、李亚楠、禹丽敏、鲜敢、苏滨、张枨）

民族地区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学党史 感党恩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云南省曲靖市师宗县彩云镇务龙村

见到村党总支副书记许老六时，他正在院

子里，和村残协的几名成员开会。

“说是开会，实际上是把大伙儿定期聚

到一起，选一个主题交流。”许老六说，这次

的主题是“谈获得”。“我参加了县残联组织

的养殖培训，收入增多了”“我坐的轮椅就

是 政 府 送 的 ”…… 参 加 讨 论 的 村 民 你 一

言我一语。看着大家交谈时充满信心的模

样，许老六心里满是欣慰。

帮助残疾人，是许老六这些年最重要

的事。

他当过村残疾人联络员、彩云镇康复

指导员，创办了残疾人扶贫示范基地，帮

助 县 里 残 疾 人 就 业 ，是 四 里 八 乡 认 可 的

能人。

“右腿使不上力，上台阶要把手放在裤

兜里，用力提裤腿来借力。”许老六掀起裤

腿露出纤细的右腿，那是患小儿麻痹症造

成 的 肌 肉 萎 缩 。 许 老 六 没 有 因 此 消 沉 。

1993 年 ，他 以 全 镇 第 四 名 的 成 绩 通 过 考

试，成为镇里的代课老师，后来又向亲戚借

钱，在村里开了一间小卖部。从那时起，只

要是残疾人来他店里买东西，他都只收成

本价。

2006 年 7 月，师宗县在全县每个村委

会（社区）选一名残疾人联络员，每月发放

补助，协助县、乡残联做好残疾人工作。得

知消息的许老六毫不犹豫报了名。有人问

他，你自己都残疾怎么帮助别人？许老六

说：“正因为我是残疾人，懂残疾人的不容

易，才更要做这份工作！”

残疾人联络员要经过考试选拔，考试的最后一道问答题是“你打

算如何帮助残疾人？”时隔十几年，许老六仍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答案：

“要挨家挨户走访残疾人家庭，了解残疾人贫困的原因，要有针对性

地帮扶，发掘残疾人身上的闪光点……”洋洋洒洒写了近千字，最终，

许老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聘为彩云镇务龙村村委会残疾人工作专职

委员。

许老六用行动践行了他在试卷中的回答。任职后的第一年，他

学会了骑自行车，走访了全村 120 户残疾人家庭，摸清情况。

走访中，许老六遇到了许老法。许老法患先天性脑瘫，导致双腿

肌肉萎缩。

许老六第一次见到许老法时，只见他坐在轮椅上郁郁寡欢，整个

人没有精气神。一打听，许老法才 19 岁。“你还年轻，读过中专、懂技

术，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许老六掀起自己的裤腿给许老法看，

“我也是残疾人，我们不能丧失对生活的信心。”

许老六发现，除了少部分有严重残疾的人之外，很多残疾人并

非什么都不能做，但他们却被“残疾”两个字束缚，“必须先从思想

上摆脱束缚，树立身残志坚的信念，然后再结合康复锻炼，做到生

活自理。”

在帮扶过程中，许老六对许老法尤其重视，平日里走村入户，他

都骑车带着许老法一起。碰到无法骑车的路，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前

走。日子久了，许老法的腿慢慢也能使上点劲。言谈间，许老法常讲

自己对生活的打算，讲对未来的憧憬。

为了更好地为残疾人服务，许老六在务龙村村委会 7 个村小组

成立了“残疾人自助小组”。

2009 年，许老六报名参加了社区康复师的培训，学习了盲人定

向行走训练等康复技巧，并成功通过结业考试，取得资质。

同年 8 月，县残联聘任许老六担任彩云镇康复指导员。许老六

为镇里争取到一批康复设施，运用所学的康复治疗方法，为每名残疾

人建立了一本康复档案。单是盲人定向行走训练的档案，这些年来

他就记录了 50 余本。

为了汇集更多的力量帮助残疾人接受康复训练，许老六开始把

自己所学无偿传授给其他人，许老法就是其中之一。在许老六的指

导下，许老法成为漾月街道法块社区的残疾人联络员，负责包括法块

社区在内的 5 个自然村 243 名残疾人的康复训练。

“发掘每个人的闪光点，帮他们找到想做的、能做的事情。”积

极 帮 助 残 疾 人 康 复 的 同 时 ，许 老 六 还 为 残 疾 人 就 业 创 业 出 谋

划策。

张 红 春 在 许 老 六 成 立 的 师 宗 县 残 疾 人 扶 贫 示 范 基 地 学 习 养

殖 技 术 ，去 年 靠 养 殖 挣 了 2 万 多 元 。 许 老 六 介 绍 ，该 扶 贫 基 地 累

计 培 训 残 疾 人 500 多 次 ，带 动 60 余 户 残 疾 人 家 庭 年 均 增 收 上

万元。

2013 年，许老六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时刻按照党员的标

准和要求激励自己，带动村里的残疾人一起致富。今年的换届选举

中，许老六当选务龙村党总支副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身体残疾不可怕，只要肯努力，残疾人一样能彰显自己的价

值！”许老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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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太阳依旧热辣刺眼。梅勇

戴上斗笠，来到自己山上的果园，一棵

树一棵树地仔细查看。沉甸甸的柚子

已经压弯了树枝，每个柚子都套着红色

纸袋。打开纸袋，黄中透粉的柚子皮就

露了出来。“这几棵柚子有点干，得赶紧

浇水。 9 月底就要开园收获了，现在可

是关键期。”发现问题，梅勇向看园人细

细交代。

44 岁的梅勇，是武汉理工大学毕业

生。 2012 年，他辞去武汉的工作、卖掉

城里的房子，跑回家乡湖北省荆州市松

滋市王家桥镇当农民、种柚子。

“你好不容易跳出了‘农门’，城里的

日子过得好好的，干什么又回来？”家人

不解。

“咱们王家桥不是号称‘蜜柚之乡’

吗？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红皮、红囊、红

肉的‘三红’蜜柚？我打算回来种这个！”

梅勇打开手机里的照片，跟父母解释。

“你从小没干过农活，哪会种柚子？”父母

想不通。梅勇却说：“我觉得，人活着不

能只图一家吃穿不愁。要是我能改变家

乡的面貌，那才真叫活得有价值！”

冒着 2012 年的第一场雪，梅勇借了

辆小货车，独自开车前往福建省漳州市

平和县。40 多个小时的车程，他买回了

树苗。

冬去春来，梅勇把树苗栽进刚刚流

转的一小片山地里。除草、浇水、施肥

……按照从外地学来的技术，他起早贪

黑，精心呵护着小树苗。可不知是技术

不到位，还是果树“水土不服”，20 棵树

最后只结了一个柚子。“瞧瞧，你是读书

人，哪会种树？赶快回城去吧。”家人再

三劝他，可梅勇不服输，一心钻研蜜柚种

植技术。

不幸意外降临。2013 年底，梅勇被

诊断患有尿毒症，晚期。拿到诊断书，梅

勇在医院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在妻子

的陪同下，他先后去武汉、北京，做透析、

换肾手术。

“大病一场后，我心里的火苗反而烧

得更旺了。人活一世，一定得留下点什

么。”梅勇说。2014 年，他又签下了 130
多亩土地的流转合同。也是在 2014 年，

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回乡

的初心，就是想带领乡亲们一同脱贫致

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

兴中积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乡亲们

拓好荒、建好园。”

经过 4 年的反复实验、精心栽培，梅

勇 的“ 三 红 ”蜜 柚 事 业 终 于 苦 尽 甘 来 。

2016 年，实验基地第一批成树全面挂果。

他注册了“楚乐乡”品牌，建起了松滋市红

中红蜜柚专业合作社，带动 200 多户乡亲

种植 2000 多亩“三红”蜜柚。一户种上二

三百棵，一年就能多挣一两万元。贫困户

江安华一边在合作社打工、一边学种“三

红”蜜柚，很快摘了贫困帽。

9 月底，又到了蜜柚上市季节。梅勇

的货仓前，挤满了来送蜜柚的拖拉机。“大

家要是能找到价格更高的买主，尽管卖给

别人。找不到，就卖给我。”梅勇总对乡亲

们这样说。“这话说的，当然卖给你最放

心！”大家说。分类、装箱、贴标、发货，仓

库里，梅勇的父母、妻子都在支持他的这

份坚守。“去年我们对接了社区团购的供

货商，今年我还用上了电商平台，销量还

能涨。”梅勇信心十足。

“种了近十年蜜柚，算下来总共投

入了 600 万元，到今年应该可以达到盈

亏 平 衡 。”梅 勇 说 ，“ 乡 亲 们 都 赚 了 ，就

值了。”

种起红心柚 热心助乡亲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无党派人士的优秀

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

委员会委员，第九届、十届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政法

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研

究员夏家骏同志，因病于

2021 年 10 月 11 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 84 岁。

夏家骏同志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

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夏 家 骏 ，土 家 族 ，湖 南 龙 山 人 ，1937 年 6 月 出 生 。

1956 年至 1961 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学习。1961 年

至 1963 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攻读明清史专业硕士研究

生。1963 年至 1978 年先后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十

一、一、十七、二十中学任教。1978 年至 1986 年在黑龙江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工 作 ，1983 年 任 副 研 究 员 。

1986 年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史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

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公安部特约监督员、中华民族团结

进步协会副会长、北京市监察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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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安 6 月 2 日
电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

友，中国道教协会咨议委

员会主席、原会长，中国道

教 学 院 原 院 长 任 法 融 道

长，因病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 在 西 安 逝 世 ，享 年

85 岁。

任法融道长病重期间

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

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

和哀悼。

任法融，甘肃天水人，

1936 年 6 月出生。1950 年至 1955 年在陕西省陇县龙门

洞学道。1955 年至 1984 年在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道观

学道，先后任知客、会计等。1984 年至 2005 年历任陕西

省周至县楼观台道观监院、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

教学院副院长、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2005 年后，历任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学院院长、中国道教协会咨

议委员会主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

是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教

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

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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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6 日电

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马绍

孟同志，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因

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87岁。

马绍孟同志逝世后，中央

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

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马绍孟，1934 年 12 月生于

江苏涟水。1951 年 1 月参加工

作。1960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 1951 年 1 月 参 军 入 伍 。

1952 年 赴 朝 鲜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战争。 1963 年至 1994 年先后

任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哲 学 教 研 室

助教，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

发展史研究所助教，北京大学

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助教，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马 列 主 义 发 展

史研究所讲师、副教授、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处长、副教务长、教

务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1994 年至

2001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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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的克图立交，在祁连山

深处大通河边，为扁门高速公路（甘肃扁都口至青海门源）的交通枢纽。

图为不久前拍摄的门源县克图立交，多条国道、高速公路在此交会。

许跃辉摄（影像中国）

本报北京 10月 30日电 （记者郁静娴）9 月下旬以来，受灾害性

天气、生产成本上涨等因素叠加影响，部分地区的部分蔬菜品种价格

明显上涨。农业农村部 29 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把蔬

菜稳产保供作为重要任务，加强生产指导，搞好产销对接，保证市场

均衡供应。通知强调，推动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统筹调节生

产、流通和消费，保障大城市常年菜地保有量、重要蔬菜产品自给率

和蔬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充足的应急蔬菜储备，切实稳定市场和价

格，保障秋冬季特别是元旦、春节期间蔬菜供应。

各地要按照提高自给能力和保障均衡供应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合理确定蔬菜品种结构、生产规模。大中城市要重点发展不耐贮运

的叶类蔬菜和地方特色蔬菜，稳定提高自给能力。北方设施蔬菜产

区，重点抓好闲置温室大棚利用、茬口衔接和集约化育苗，增加生产

供应。南方地区要积极发展南菜北运，增加调出量。

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

保障秋冬蔬菜稳定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