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5 评论评论2023年 4月 27日 星期四

对党忠诚，是中国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

品质。陈毅把“革命重坚定”作为一生的座

右铭。南昌起义时他没有赶上，后来冲破重

重难关找到了起义队伍，到天心圩时队伍只

剩下 800人，他积极协助朱德收拢部队。小

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因叛徒出

卖被捕入狱，面对劝诱，他斩钉截铁回答，

“我如出卖组织，活着又有什么意义”。中共

韶山特别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毛福轩，先是

领导农民运动，后又参与地下工作，“余为革

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毫不挂虑”。忠贞的

信仰、坚定的选择，彰显共产党人的赤诚忠

心，穿越时空传递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

“天下至德，莫过于忠。”我们党一路走

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

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

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在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阐释开

展主题教育具体要达到的 5 个方面目标任

务，其中之一是“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各级

党组织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和党中央的工作部署，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锤炼政治品格，以党的旗帜为

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

命，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

思主义，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

力兴党。

对党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

是有条件的而是无条件的，必须体现到对

党的信仰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织

的忠诚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的忠诚上。广大党员、干部锤炼

品格强化忠诚，就要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拥护

“两个确立”体现在理想信念、政治生活、立

场定力、担当作为上，把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融入血

脉灵魂。忠诚、干净、担当是一个整体，忠

诚是为政之魂，干净是立身之本，担当是履

职之要。锤炼品格强化忠诚，要敬畏权力、

管好权力、慎用权力，保持拒腐蚀、永不沾

的政治本色；也要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始

终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忠诚不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而是

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从“忠诚印寸心，浩

然充两间”的坚毅，到“未惜头颅新故国，甘

将热血沃中华”的凛然，在革命战争年代，

对党忠诚的品格是在血与火的考验中锻造

的。和平建设时期，对党忠诚更加重要、更

加关键，必须贯穿在一言一行中，融入为党

和人民事业的拼搏奉献里。谷文昌不追求

轰轰烈烈“显绩”、默默无闻做奉献；杨善洲

以干事为责，以干事为荣，以干事为乐；黄

旭华隐姓埋名、为国之重器奉献毕生心血

……举凡常人难以想象、难以做到的事情，

背 后 往 往 都 有 坚 定 信 仰 、忠 诚 品 质 的 支

撑。尽忠诚、敢担当的好党员、好干部源源

不断涌现出来，才会使国家越来越强盛，事

业越来越兴旺，人民越来越幸福。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

当年，焦裕禄不辞辛苦、不顾疾病，在河南

兰考带领群众根治“风沙、内涝、盐碱”三

害。如今，兰考泡桐如海，传诵着对党忠

诚、对人民负责的佳话。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舒展新画卷，更加需要广大党员、干部从

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共同把党锻造

成一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坚硬钢铁。

以主题教育为契机锤炼品格强化忠诚，为

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勇于担苦、担

难、担重、担险，广大党员、干部定能为党和

人民建新功、创实绩。

锤炼品格强化忠诚
—紧紧锚定开展主题教育的目标任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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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国家标准正式

发布，全国养老服务等相关行业有了更加

科学、统一、权威的评估工具；《养老和家政

服务标准化专项行动方案》印发，通过促进

养老和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更好满足老

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近期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完善了养老

服务体系和健康支撑体系，彰显了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

和民生福祉，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维

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

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

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在“老有所养”上持续用力，将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确定为国家战略，专门出台

并实施中长期规划，推动老龄事业顶层设计

更加完备、重大改革措施落实生效，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

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方面乃至国家

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影

响。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

快，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应对人口老龄化这

一任务的紧迫性，加大制度创新、政策供

给、财政投入力度，在老有所养、老有所

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上不断

取得新进展。要有全局意识，从国家战略

的高度，建立人口、社会、经济等相互衔接

协同的政策体系。老龄化往往伴随少子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在完

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优化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以“一老一小”为

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点和面，综合施策。

一方面，要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比如，建

立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制度，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支出责

任，让广大老年人都拥有更好社会保障、更多养老服务和更高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要聚焦广大老年人在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急难愁盼

问题，重点关注失能失智、高龄慢病、生活困难等老人群体的特殊需求。

此外，我国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农村老年人普遍存在独居空巢问

题，需要推动城乡养老资源均衡发展，不断加强互助式养老机构建设。

“十四五”时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窗口期，预计这一时期我国

人口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前后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在这一

关键历史时期，要提高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主动性，从财

富储备、人力资源、物质服务、科技支撑、社会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充分考虑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财政承受能力。树立积

极老龄观，深入挖掘老龄社会潜能，积极培育银发经济，最大限度发挥人

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与人口老龄化

进程相适应。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我国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

充足的人力资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有信心解决好这

一重大课题。不断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特色应对人口老龄化道路必将越走越宽阔。

实
施
积
极
应
对
人
口
老
龄
化
国
家
战
略

—
—
落
实
重
大
发
展
战
略
，开
创
事
业
新
局

刘
天
亮

安徽省黟县碧山村由古祠堂改造而成的碧山书局，是村里最聚人气

的公共文化场所之一；河南省修武县大南坡村的“方所乡村文化·大南

坡”，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乡村农文旅综合体；浙江省舟山市新建村的欢

喜书店“有书有茶有美景”，来此阅读的游客络绎不绝……近些年，越来

越多实体书店出现在乡村。

在城市里，书店并不罕见，相较而言，乡村里的书店却算不上多。这

倒也不奇怪，毕竟，乡村人流量相对较小，从经营的角度考虑，书店开在

乡村面临的市场风险会大于开在城市。不过，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

和城市中书店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书店转而瞄准乡村另辟蹊径。或借

助于“新华书店+农家书屋”的微改革，或尝试打造“书店+艺术展览”“书

店+美学生活”“书店+时尚服饰”等多业态模式，因地制宜找到了适合自

身的经营路径，从而不断积聚人气、赢得口碑，收获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

效益。

把书店办到乡村，打造多元化阅读体验空间，对经营者而言，是顺势

而为，以差异化竞争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对乡村而言，则可借此集聚

文化阅读资源，改善乡村公共文化配套设施，丰富当地村民文化生活，为

乡村振兴带来精神力量。

同时要看到，目前乡村书店发展还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比如，经

济相对发达、文旅资源较好的乡村地区，更为书店经营者所青睐，而相对

偏远的地区，对书店经营者的吸引力尚有欠缺。再比如，许多乡村书店

在提升自身“颜值”方面颇下功夫，而在对优秀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方面，仍待结合实际继续加大深耕力度。

当前，要充分认识乡村书店的建设意义，努力将推进乡村振兴与扶

持乡村书店发展有机融合，不断为其优化发展环境。

书店经营者也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进一步延伸经营触角，通过

有效利用各方面资源，使乡村书店不仅在条件较好的地区落地生根，也

尽可能地在偏远地区获得适宜成长。我们乐意看到，今后有更多的书店

走进乡村、融入乡村，点亮乡村的未来。

（摘编自《农民日报》）

让更多书店在乡村落地生根
周慧虹

草木蔓发，生机无限。在冒雨参加首都

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我

们积极行动起来，从种树开始，种出属于大

家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绘出美丽中国的更

新画卷。”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坚持绿色发展，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

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中

国贡献。”殷殷嘱托，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参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热情。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在生态本底脆

弱的情况下，中国持续造林增绿，在广袤大

地上书写了世界瞩目的绿色答卷。监测数

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森林覆盖率

由 21.63%增至目前的 24.02%，森林面积增至

2.31 亿公顷，草地面积达 2.65 亿公顷，草原

综合植被盖度达 50.32%。全国森林覆盖率

和森林蓄积量连续多年保持“双增长”，荒漠

化 和 沙 化 土 地 面 积 连 续 多 年 实 现“ 双 缩

减”。中国成为近些年世界上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的国家，本世纪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

积约 1/4来自中国。种下一棵棵树，爱护一

片片绿，中国共产党人绘写绿色答卷，立起

文明标杆。

这份绿色答卷，来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科学指引。“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

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

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开展了一

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国土绿化

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方面受到高度重视。

各地区各部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

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改善城乡

人居环境，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

这份绿色答卷，来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澎湃力量。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

连续 11年带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带领亿万

人民爱绿植绿护绿、共建生态文明。我国不

断创新义务植树方式方法，尽责形式扩展到

造林绿化、抚育管护等八大类 50多种，实现

了义务植树的全年化、多样化、便捷化。全

国设立各级林长近 120万名，山有人管、林有

人护、责有人担，“林长制”带来“林长治”。

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美丽中国愿景激动

人心，参与绿化行动凝聚人心，广大人民群

众的自觉追求和自发参与，汇聚成“众人植

树树成林”的强大合力。

这份绿色答卷，来自走科学、生态、节俭

的绿化发展之路。我国坚持科学绿化、规划

引领、因地制宜，实行造林绿化任务带位置

上报、带图斑下达，推进造林、种草改良、防

沙治沙等任务落地上图。聚焦“在哪造”“造

什么”“怎么造”“怎么管”等问题，各地在造

林绿化中既注重数量更提升质量，充分考虑

区域水资源承载能力，坚持以水而定、量水

而行，宜绿则绿、宜荒则荒，科学恢复林草植

被，实施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如今，中国人

工林面积稳居全球第一，林草资源总量和质

量都持续提升。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文明兴。党

的二十大报告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提出

“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之以恒科学开展国

土绿化，我们定将绘出美丽中国更新更美的

画卷，造福人民，泽被子孙，惠及世界。

绘出美丽中国的更新画卷
刘 毅

■评论员观察R■人民观点R

■大家谈·一起来想一起来干R

以党的旗帜为旗
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始
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
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
定护党、全力兴党

对党忠诚，必须体
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
上，必须体现到对党组
织的忠诚上，必须体现
到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
针政策的忠诚上

■纵横R

树立积极老龄
观，深入挖掘老龄社
会潜能，积极培育银
发经济，最大限度发
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动作用，才能
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
与人口老龄化进程相
适应

■人民时评R

引来产业添活力
贵州省锦屏县 杨 波

“以前养鹅，规模小而散，臭气重还不卫

生。”在贵州省锦屏县铜鼓镇火冲村，村民回

忆起过去养鹅的体验，眉头紧皱。根据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结合市场需求，当地引进了

羽毛球生产企业，做大做强鹅产业。如今，养

鹅有了技术支持，产品也有了稳定销路，村民

腰包越来越鼓，生活越来越富足。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业是

关键。企业发挥“领头雁”作用，加上“企业+合

作社”“合作社+农户”等合作模式，就能吸引更

多村民参与。正是在龙头企业带动下，火冲村

的鹅产业逐步走向产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由“一盘散沙”转向“统一运作”，实现了统一

包装、统一品牌、统一销售，成功从“小养殖”

走向“大市场”，效益显著提升。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产

业新业态，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动能，

产业兴、农民富、农村美的画卷必将越绘越

壮丽。

组团发展促致富
浙江省杭州市 祝立雄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

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面对产业发展

乏力、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一些地方村村

联合组团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立足乡村“小而散”的现实，浙江在不破

坏既有的建制格局基础上，通过党建联建统

筹农村发展，实现资源优化组合、思路共谋

共享，努力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不强、治理成

本高等问题。以慈溪市为例，全市 270多个行

政村形成了81个片区，共落地发展项目200余

个，不仅有效增加了村集体收入，也带动了就

业、提高了农民收入，推动城乡居民可支配

收入倍差持续缩小。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组织振兴

是重要保障。党建联建激发组织活力，片区

组团提升治理效能，能够有效统筹乡村发

展，实现乡村资源的最优配置。立足自身禀

赋，继续完善优化以强带弱、互补分工的发

展模式，党建引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优势

将更加显现。

藏粮于技增效益
江西省赣州市 常子豪

“我们又有新技术了！”近年来，每逢田

里推广新技术，村民们总是奔走相告，十分

高兴。看着自家农产品产量高、质量优，村

民们使用农机农技的劲头更足了。

过去，村民们时常担心冬天有寒潮、来

年没产量，靠天吃饭是常态。如今，大棚里

用上了稀土补光灯，不仅提高了蔬菜产量，

还缩短了成熟期，能错峰上市，经济效益大

大提升。考虑到赣南地区山多林多田块分

散，大型机械难以施展拳脚，村里还尝试用

无人机播种水稻，农民作业变得更轻松，粮

食生产更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问

题，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目前，我国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62%，主要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超过 72%。发展农

业科技，推广农业装备，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一定能更好促进农业节

本增效、提质增效，助力农业现代化早日

实现。

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面向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流

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农民合作社等实际种

粮者，不久前，中央财政下达资金 100 亿

元，发放一次性补贴，统筹支持春耕生产，

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各地区紧抓

落实，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补贴标准，及

时足额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这正是：

财政资金补种粮，

及时足额来发放。

春耕生产劲头旺，

粮食安全有保障。

徐 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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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党的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本期

大家谈，我们选刊 3 篇来稿，分

享各地因地制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生动实践。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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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浙江省义乌市佛

堂镇龙溪村，进入水稻种植

关 键 期 ，种 植 户 抢 抓 时 令

插秧。

王松能摄（影像中国）

左图：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天星乡

红 星 村 ，村 民 在 管 护 水 稻

秧苗。

万再祥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