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值此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
我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内外校友，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
学。100 年来，学校秉持爱国华侨领袖
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了“爱
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风，
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
文化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希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
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21年4月6日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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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日致信祝贺
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海
内外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厦门大学是一所
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100 年来，学校秉持
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形成
了“爱国、革命、自强、科学”的优良校
风，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养了大批优
秀人才，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
海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希望厦门大学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与时俱进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
家战略能力，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贺信全文另发）

厦门大学由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于 1921 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
所华侨创办的大学。100年来，学校秉承“自
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以服务国家、
服务人民为己任，先后为国家培养了 40 多万
名优秀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

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 4 月 6 日就印尼发生
山洪和泥石流灾害向印尼总统佐
科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
悉印尼发生山洪和泥石流灾害，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
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
挚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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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信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

本报北京4月6日电（记者
徐佩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日
发布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100年来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与贫困作
斗争，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亲自督战，汇聚全党全国全社
会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
阔伟大历程，全景式反映中国减
贫事业发展成就和世界贡献。

白皮书说，占世界人口近
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
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
标，不仅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也是人
类减贫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的
大事件，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
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白皮书全文见第二至第
五版）

“大院里的梨花快开了，咱去看看！”
春光下，“中央大院”门口，游人排成长

队，导游不时“爆料”。
中央大院，即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它所

在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位于滹沱河冲出太
行的山口处，山清水秀，春色如画。

头天刚降春雨，空气又润又暖。恰逢周
末，周边村的、县城的、石家庄的、北京的、
南方的，各路游人扫码进院，或单位组织，或
携家带口，或一人独游。一头白发的康俊海，
家住附近马峪村，“每年都要来大院几趟”。

跟着游人，记者走进毛泽东同志旧居。果然，
院里那株梨树含苞欲放。就在这个土坯平房小院
里，毛泽东住了关键的10个月。梨树下、磨盘边，
他谈笑间布下雄兵百万；月光里、油灯旁，他指挥
三大战役，指导全国胜利，谋划新中国的样子。他
办公室书桌上，烟灰缸里似乎还有余烬，日历仍停
在一个特别的日子：1949年3月23日。那天早上，
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即将动身时，
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
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就在“进京赶考”前10天，一场历史性的
会议，刚在中央大院闭幕。会场有着浓浓烟火
气——中央机关大灶食堂。出毛泽东同志旧居
后门，穿过老鼠岭上一条防空隧道，再往西南
走一阵，就能找到。1949 年 3 月 5 日至 13 日，
七届二中全会在此召开。

会场正墙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画像，
下方是两面党旗。主席台上，铺着一张虎皮，
这是东北野战军战利品。一段珍贵的纪实视频
显示，与会代表们穿着普通粗布棉袄，掀开帘
子微笑入场。会议没摆桌签，先到先坐，有人
拎小板凳来，散会后再搬回去。

1949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
《中共二中全会完满结束 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
工作报告》的消息。会址现场，记者随身携带的一
份当日报纸引起游客注意，纷纷过来“求合影”。
有的游客发现，提到全会召开地，报道没说“西柏

坡”，而是用“石家庄附近”替代。全会批准召开新
政协成立联合政府，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
移到城市。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要求
全党同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

会址门口，涌来一拨又一拨打卡者。平山
和爱志愿者协会正在搞团建，有37年党龄的康
习龙带着大伙重温入党誓词。68岁的康俊海老
人又出现在人群中，他从小就熟悉中央大院很
多故事。那时，毛泽东教村民种水稻，朱德帮
农民种地，董必武学会了纺线……康俊海的父
亲分到了田，再不用给地主扛柴火。

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咱唱首歌吧！”
“唱 哪 首 呢？《没 有 共 产 党 就 没 有 新 中

国》，作曲曹火星是咱平山人。《团结就是力
量》，是从附近北庄唱响的。”

“总书记刚给北庄党员回信，咱唱 《团结
就是力量》！”

“预备，起！”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

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离开中央大院，穿过领袖风范雕塑园，记者

来到西柏坡纪念碑前。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
任康彦新介绍，碑高28米，象征着新中国成立前
28 年的卓绝奋斗。记者注意到，碑顶有一颗硕
大的五角红星，碑基上是醒目的“赶考”二字。

72年来，“赶考”成绩如何？变化最有说服
力：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
的面貌已经天翻地覆。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
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中华民族彻底告别积贫积弱颓势，开启了
圆梦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中国人民，从缺吃
少穿到全面小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
断增强……如今，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
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依然保持“赶考”心

态。正是在西柏坡，习近平总书记郑重表示，
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纪念碑南侧下方，是西柏坡纪念馆。广场
上，“五大书记”昂首走来的雕塑最受关注。
一 队 队 游 人 朝 雕 像 围 拢 ， 纷 纷 拍 照 留 念 。
“‘赶考’圣地，来了就要打卡。”

离开西柏坡前，记者沿着岗南水库绕村漫
步，发现几乎家家有汽车、户户住大房。

记者回京没几天，康彦新发来微信说，今
年西柏坡的梨花开得可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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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赶考”从这里出发—

这张考卷，历史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刘少华 杨俊峰

西柏坡西柏坡，，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赶考赶考””从这里出发从这里出发——

这张考卷这张考卷，，历史给出了答案历史给出了答案
本报记者 陈振凯 刘少华 杨俊峰

1949年3月2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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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
皮书对外发布。通读全文，让人心潮澎
湃，久久不能平静。一组组数字、一项项
成就、一条条经验无不展示着中国在推动
减贫上的勇气、远见、责任和担当。

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832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 万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
决，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11.6%；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实现整族
脱贫……这些成绩表明中国脱贫攻坚成色
十足，是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传奇。

这个传奇的谱写者是中国共产党。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不仅仅
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也是庄严承诺。

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
裕的崭新征程；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
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中国发展进入新
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以身作则，走遍全国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考察了20多个贫困
村，深入贫困家庭访贫问苦，倾听贫困群众
意见建议，了解扶贫脱贫需求，极大鼓舞了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正是有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中国脱贫攻坚的传奇才能圆满写就。

这个传奇的谱写方法是精准扶贫。精
准扶贫方略，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
胜法宝。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
准。贫困是相同的，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
各不相同。面对不同的贫困人口，中国做

到了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因贫困原因施
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
灌、靶向治疗。经过探索和实践，中国的
精准扶贫方略不断完善，形成了“扶持
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
稳”的政策组合拳。方法对了，扶贫才能
顺利推动，脱贫才能最终实现。不仅如此，
精准扶贫方略还有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这个传奇的深远意义就是为人类减贫
探索新的路径。贫困不是中国自己独有，而
是世界性难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世界减贫的形势不容乐观。中国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
绝对贫困，为人类减贫提供了中国样本和中

国道路。这条中国道路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用发展的
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发挥
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
合力。这都是中国的经验，是经过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实践而得出的结论，值得世界
上有志推动减贫的国家和民族借鉴。

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
的路。这段波澜壮阔的传奇，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走了 100年。但脱贫摘帽不
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接
下来，中国共产党还要带领中国人民实现
乡村全面振兴，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各项事业繁荣发
展变为现实。我们相信，那一定又是一段
新的中国传奇。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一段波澜壮阔的伟大传奇
■ 张一琪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碑。 梁子栋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