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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看 越 有 味 ，每 集 都 会 看

哭”“她的生命虽然烧尽，但星星

之火早已燎原”“太不容易了，他

们为人民奉献自己的青春”……

日前，一部以黄文秀为原型的电

视剧《大山的女儿》感动无数观

众。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

情投入，用美好青春诠释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展现了勇于担当、

甘于奉献的精神。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

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党的十八大

以来，面对贫困这个人类社会的顽

疾，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

之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

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

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

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质

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民

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

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大民

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

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

勇奋斗，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

胜利！”

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

力，也是精神的对垒。在脱贫攻坚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各地区各部门、各行各业、

各条战线全面参与，数百万扶贫干部奋战一线、倾力奉献，

我们全党动员、举国同心；从通过“六个精准”解决“扶持谁”

的问题，到派驻村第一书记解决“谁来扶”的问题，从实施

“五个一批”解决“怎么扶”的问题，到通过最严格的考核评

估解决“如何退”的问题，我们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

疗；对 960 多万贫困人口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对“三区三州”

深度贫困地区集中攻坚，对 28 个人口较少民族重点帮扶、实

现历史跨越，我们迎难而上、攻坚拔寨……“上下同心、尽锐

出战”的团结伟力，“精准务实、开拓创新”的治理智慧，“攻坚

克难、不负人民”的价值追求，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密码。

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无数人把心血和

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脱贫攻坚

精神。“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贵

州省晴隆县委原书记姜仕坤 6 年时间行程 60 万公里，磨穿

了鞋底，跑白了头发，倒在了脱贫一线。“豁出命改变她们的

命，值！”献身教育扶贫的张桂梅扎根贫困地区 40 余年，帮

助近 2000 名女孩走出大山，如今她身患多种疾病，却依然

不肯把时间留给自己。这种精神，不仅闪耀在党员干部“我

必须带领群众，拔掉老百姓的穷根”的铿锵誓言里，也体现

于贫困群众“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奋斗豪情中，彰显在全

社会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浓厚氛围里。

“脱了贫还要加油干，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精神不

能丢！”带领下庄村村民凿出 8 公里“绝壁天路”的毛相林，

谈起发展干劲十足。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好日子都是奋

斗出来的。面向未来，仍需激扬精气神，采取更有力的举

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在新起点上接续奋斗。保持“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抱定“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以更

坚定的信念、更旺盛的斗志、更昂扬的姿态投入乡村振兴伟

大事业，才能把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征途漫漫，精神永恒。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踔厉奋

发、勇毅笃行，以雄健的精神闯关夺隘，我们一定能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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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

闻出版署和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盛

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29 日在中国国家

博物馆开幕。

中国历代绘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共收录海内外 263 家文博机构的纸、绢（含帛、

绫）、麻等材质的中国绘画藏品 12405 件（套），涵盖了绝大

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宋

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 60 卷 226
册。这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

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

本次展览包含“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千古丹青 寰

宇共宝”和“创新转化 无界之境”三大板块，以图像、文字、

视频、新媒体等多元展示手法，呈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所

反映的中国古代绘画的宏富成就。在三大板块集中亮相的

1700 余件历代绘画精品的出版打样稿档案，是国内藏品与

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绘画“国宝”的一次集合汇聚，更是

中国美术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

“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
大系’成果展”在国博开幕

本报北京 9 月 29 日电 （罗瑞华）

“今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

奋勇争先，亿万人民锐意进取、活力迸

发 ，广 袤 神 州 大 地 生 机 勃 发 、欣 欣 向

荣。”人民日报 9 月 29 日刊发任仲平文

章《掌 握 历 史 主 动 凝聚奋进伟力》。

文章见报后引发热烈反响，各大门户网

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大量

转载，众多网友点赞、留言、转发。

现摘编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

“人民日报评论”公众号等平台的部分

网友留言如下：

网友“文国云”：大党展风范，吾辈

当自强。奋进新征程，需要广大共产党

人始终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扬帆奋楫、勇

毅前行，为“中国号”巨轮胜利驶向光辉

彼岸凝聚磅礴力量。

网友“远山”：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我们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网友“郝艺”：时代波澜壮阔，十年

砥砺前行。我们坚信，我们坚定。

网友“自强不息”：奋斗百年路，筑

梦新时代。奋进新征程，再创新辉煌。

永远跟党走，喜迎党的二十大。

网友“向日葵”：祖国的未来需要我

们去开拓，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祖国

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网友“来路”：看来路，我们披荆斩

棘，已走过了万水千山；再出发，我们干

劲 十 足 ，壮 阔 的 征 程 路 在 脚 下 ；向 前

进，我们踔厉奋发，更伟大的胜利就在

前方。

网友“巍巍”：我们要砥砺前行、奋

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奋力谱写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崭新篇章。

网友“李茂萍”：行 程 万 里 走 过 万 水 千 山 ，砥 砺 奋 进

收 获 锦 绣 繁 华 。 宏 伟 的 蓝 图 ，仍 需 信 念 如 磐 、勇 毅 前 行

去绘就。

网友“清风明月”：置身踔厉奋发的新时代，人民是见证

者，是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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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

机械股份公司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

车间内，机器轰鸣，吊车起降，巨剪穿梭，眼

前的 1.5 万吨水压机足有六七层楼高。一

旁，刘伯鸣正在有条不紊地指挥这台“庞然

大物”，脸颊被滚滚热浪炙烤得通红。

自 1990 年至今 32 年间，从一名普通技

术工人成长为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刘伯

鸣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大国工匠年度

人物”、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转变的是身

份，不变的是初心。”刘伯鸣笑称“自己就是

一个打铁的”。他清晰记得刚入厂时，老一

辈劳模对年轻工人的谆谆教导——“我们

是 一 重 人 ，打 铁 就 要 打 到 最 好 ”。 这 些 年

来，刘伯鸣与他的团队全身心投入技术攻

关，他所在的水压机锻造厂，承担着核电装

备、石化装备、高端装备等大、特、新锻件产

品生产任务，经他手打的“铁”，如今已成为

国之重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承劳模和工匠精神，既要弘扬优良

传统，又要紧跟时代步伐、勇于开拓创新。

打破国外垄断，实现超大锻件国产化是国

内锻造业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多年来，

刘伯鸣潜心钻研，先后攻克 90 余项重大产

品 锻 造 工 艺 难 关 ，填 补 国 内 行 业 空 白 40
项，出色完成三代核电关键部件、世界最大

715 吨核电常规岛转子等 20 余项超大、超

难核电产品锻造任务。刘伯鸣在多项关键

技术领域的突破，不仅填补了国内锻造技

术的空白，也打破了核电关键锻件全部依

赖进口的局面。

平日里，刘伯鸣的劳模工作室是厂里除

车间以外最热闹的地方。他和徒弟常常因

为一个技术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我要将

技能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带出

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师傅全力“传帮

带”，年轻的工匠进步飞快。如今，刘伯鸣的

徒弟张欣宇已是厂里最年轻的副班长，师徒

二人还被黑龙江省总工会授予“好师傅，好

徒弟”的光荣称号。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重

考察时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

路。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牢记总书记

嘱托，刘伯鸣从未停下技术创新的脚步。“自

主创新是挺直中国制造业‘脊梁’的关键，作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打造出更多国之重器，

是我的职责所在。”刘伯鸣说。

上图：刘伯鸣在工作。

耿江洋摄（影像中国）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
公司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副厂长刘伯鸣

紧跟时代步伐 勇于开拓创新
本报记者 刘梦丹

早上 8 点进入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院士、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于吉红就埋头开展实

验，一直忙到深夜。1998 年，于吉红从国外

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从那时起，主动

加班加点，就成了她的常态。

于吉红的研究方向是分子筛材料的定

向 合 成 。 分 子 筛 是 肉 眼 看 不 到 的 建 筑 ，具

有均匀的纳米孔道，可以筛选分子，还可以

实现分子的转化。“作为化学工业中重要的

催 化 材 料 和 吸 附 分 离 材 料 ，分 子 筛 科 学 和

技 术 的 进 步 对 于 实 现 资 源 高 效 利 用 、节 能

降 耗 、环 境 保 护 等 方 面 具 有 重 要 作 用 。”于

吉红介绍。

上世纪 90 年代，分子筛的研究一度陷入

低谷，不少人都劝她改换研究方向。但于吉

红不为所动，“认准的就要坚持下去”。为了

实现分子筛的定向合成，她带领团队着手建

立 数 据 库 。 20 多 年 前 ，没 有 如 今 的 便 捷 网

络，为了寻找一个数据翻阅大量资料是常事，

有时，于吉红甚至要跑到外地去查找。凭着

坚韧的毅力，于吉红团队终于在国际上率先

创建了分子筛合成数据库。

“做实验是停不下来的。”于吉红笑着指

着手腕上的疤痕说，这都是做实验时留下的

“纪念”。天道酬勤，硕果累累：2016 年，于吉

红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羟基自由基加速分

子筛成核的晶化机制，为分子筛材料的高效

及绿色合成开辟了新路径。2021 年，她带领

研究团队首次开发出一种基于分子筛薄膜的

全新固态电解质材料，推动了我国在固态金

属空气电池领域的进步。

“科研以兴趣始，以毅力终，从无坦途。”

于吉红说，“我时常告诉青年学者和学生，做

科研要夯实基础，不能为追逐热点而跟风，只

要基础扎实，并不断在学科交叉领域发力，就

能催生出原创性成果。”

虽然科研工作繁忙，但于吉红一直坚守

在教学一线，将国际前沿成果引入课堂，以科

研反哺教学。“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我的

责任”，迄今她已培养博士 70 余人，其中有 40
余人晋升为教授或副教授，涌现出一批青年

拔尖人才。她所带领的教师团队入选首批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为党和人民的科教事业奋斗终身，是我

一生无悔的选择。”于吉红说，“作为党的二十

大代表，我会认真履职尽责，以科技梦助推中

国梦。”

上图：于吉红在做实验。

新华社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于吉红

勤奋扎实研究 坚守教学育人
本报记者 孟海鹰

新华社北京 9月 29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周进强为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任命赵冲久为国家

邮政局局长。

免去邵新宇的科学技术部副部长职务；免去高晓兵（女）

的民政部副部长职务；免去赵冲久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陈金甫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职务；免去董志毅的中

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职务；免去马军胜的国家邮政局局长职

务；免去颜江瑛（女）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免去

尹成基的国家移民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副

局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9 月 29 日，四川省遂德高速公路全线建成通车，进入试运营阶段。作为四川省高速路网规划的重要线路之一，遂德高速公

路主要途经德阳市、绵阳市、遂宁市。遂德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有效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使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主轴线联

系更加紧密。图为遂德高速公路遂宁段。 刘昌松摄（影像中国）

栈道沿着湖边延展，荷花竞相绽放；婆娑

的绿树簇拥着原木茶屋，古色古香的民居藏

在麻石砌成的庭院围墙里……一砖一瓦皆成

妙景，在村里漫步，犹如行走于画中，仿佛艺

术家心中的灵感，从画布里走进了烟火人间。

这里是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富

民村，昔日的湖南省级贫困村。

2019年，一位叫许国良的画家来富民村采

风时发现，虽然村子退出了贫困村序列，但村

容村貌尚有待改善。许国良中等个子、皮肤黝

黑，如果不是留着一头长发，这个中年汉子看

上去和村民区别并不大。益阳籍的许国良曾

是一名军人，后专习国画，成为一名职业画家。

许国良与市里派驻的扶贫工作队、村“两

委”谋划着，能不能以艺术为依托，发展乡村

经济、改善乡村生活、重塑乡村形象，从而推

动乡村振兴？

艺术能当饭吃？村民们心存疑虑。

许国良和他的画家朋友，看准了村民习

以为常的“擦菜子”。富民村位于洞庭湖畔，

盛产芥菜，多年来，村民几乎家家户户腌制芥

菜，制成擦菜子。

许国良给村民设计了晾晒芥菜的竹竿，

改变了村民在地上晾晒的习惯；帮着设计产

品包装，注册了商标。许国良还帮助村民周

玉香，在全村第一个进行庭院改造，并通过墙

绘增添庭院的艺术气息，然后请人在此直播

卖货……周玉香家的擦菜子不愁卖了，生活

红火起来。

周玉香家的变化，让村民们看到了艺术

的力量，于是更多人加入建设美丽家乡的队

伍里。以户为单位，许国良带着村民积极打

造美丽庭院，在路旁、渠边、塘堰栽种果树，村

里春有鸟语花香，秋有硕果累累。

在湖畔，村民们在荷塘中悬挂旧渔网作

为布景，收集来多条古色古香的旧船，修建了

古式栈道门楼，将村子建设成具有洞庭地域

特色的美丽乡村。

经过媒体报道、网络直播，村里的游客越

来越多，益阳、长沙、北京的艺术家纷纷前来

写生；餐饮业也发展起来，莲藕、鱼等土特产

成了畅销货，擦菜子品牌打响了知名度，村民

腰包渐渐鼓了起来。目前，村里发展擦菜子

产业，已帮助 290 户村民每户增收近万元。

更让许国良自豪的，是近 50 名留守儿童

成了“小画家”。

“艺术能改变孩子！”2019 年至今，许国良

每个周末都会在富民村免费教孩子们学习画

画。“一共有 3 个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差不多

50 名学生。”许国良说，“刚开始，孩子们一点

绘画常识都不懂，有的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说不来就不来。”许国良想了个办法，最初报

名学习画画的孩子，家长都要写承诺书，尽量

督促孩子来上课。

渐渐地，乡村孩子的艺术梦想萌芽了。

一些原本性格顽劣的孩子只要拿起画笔就格

外安静，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艺术的浸润

能 够 帮 助 孩 子 们 拥 有 更 健 康 、更 美 丽 的 心

灵。”许国良说。

现在村里专门成立了陈列室，孩子们的精

品画作装裱上墙，供游客们参观，有 13 个孩子

的画作被推荐到 2021 年的广州画展，其中两

个孩子的画作卖了 1000 多元。“现在天天放学

就想着画画。”参加了广州画展的王浩宇说。

每天开车往返几十公里，为富民村尽心

尽力，许国良并不觉得苦。“希望村子能成为

全省的美丽乡村示范点，希望孩子们里面能

出几个画家！”

艺术让村庄更美丽
本报记者 何 勇

■点赞新时代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