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不了，哪个能忘得了那个激动人心的
场景啊！”

91岁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农业厅副厅
长单尚志嗓门洪亮，跟记者忆起72年前的往
事，兴致一下子就上来了。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这是新
疆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也是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一件大事。4
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这则喜讯。

同年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
军区宣告成立。随后，在乌鲁木齐举行了部
队检阅仪式。还是一名高中生的单尚志参加
了群众游行。

“那是冬天嘛，天气冷得很，但我们的心是
火热的，都穿着蓝色的学生棉服，再套上自己
最好看的外衣，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
岁’，从检阅台前依次走过。”单尚志记得，他那
天穿了父亲给的一件驼色呢子大衣，并把马裤
裤脚整齐地塞进毡筒靴，“这可是我当时最气

派的行头了，专门穿着去庆祝的。”单尚志说，
这么多年来，不少当地人常去乌鲁木齐革命烈
士陵园瞻仰，“要不是解放了，新疆还不知道会
穷糟成什么样子呢！”

当年部队检阅仪式的检阅台，设在乌鲁
木齐南门大银行的门前台阶上。而今，这里
是中国工商银行乌鲁木齐明德路支行营业
室，因为总有人来此找寻“红色记忆”，26
岁的大堂经理郭云露干脆兼任起讲解员。

一晃，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央和全国
人民对新疆的支持始终如一。

郭云露告诉记者，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内地大批金融人才前来支援新疆发展，他们
都喜欢在“大银行”门前留张影寄给亲人。

“你看，这张是1952年拍的，上面这个2
岁孩子，已经是金融系统一名退休职工啦！”
郭云露指着一张老照片说，“他们把青春献给
这片热土，为新疆发展出了大力！”

72年间，曾经贫穷落后的新疆，已成为
各族人民的幸福家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
立近 66 年来，经济总量增长了 80 多倍。今
天，徜徉在天山南北，处处能感受到活力、
欢乐、和谐。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矗立着一座纪念碑，
碑体正面刻着王震将军的题词“中国人民解放
军进军新疆纪念”，碑座是相同主题的浮雕。
据说这是乌鲁木齐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广
场宽阔干净，很多人在散步休闲。广场周围

是一座座大商场和楼宇，繁华热火。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山东来新疆的，

在这住好几十年啦。”80 岁的于作信老奶奶
一边在自家阳台上浇花，一边笑着跟记者拉
呱，“下午忙完家务，我就和老姐妹们去人民
广场遛弯了，雷打不动，在那儿一块聊天哼
歌，开开心心的。”

人民广场附近的汇嘉时代百货公司，前身
是新疆百货大厦。胡经理自1989年起就在此
处上班：“过去，这儿是传统的百货商店，营业
员全站在柜台里头卖货。近些年，商场越来越
新潮，新疆人的腰包也更鼓了，今年清明小长
假，我们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三成。”

可不嘛，还没到饭点，汇嘉时代 8 楼
“何合抓饭”的回族员工糟米来就忙着备餐
了：“要赶上周末中午，我们店光外卖就能卖
出去上百份抓饭呢！”

“我还有俩同班同学也住在乌鲁木齐，我
们常打打电话，每回一聊新疆和平解放和发展
建设的事情，都感慨得很，变化真是太大了！”
单尚志说，“解放前，新疆农业落后，那么多人
填不饱肚子，现在你看看去，粮食年年丰产，供
应充足，棉花面积、单产、总产、商品量、调出量
多年排名全国第一，瓜果等农产品都走出新
疆、走向世界了。”他觉得，目前是新疆最好的
时期，“这就叫安居乐业嘛！”

在天山区广场社区，不知谁家窗户传出
那首脍炙人口的新疆儿童歌曲 《娃哈哈》：

“……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
笑开颜！”记者遇见 72 岁的维吾尔族老人买
买提江·阿不都热合曼，他有 40 多年党龄，
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讲起民族
团结和新疆的好，买大叔根本停不下来——

“1958 年，我跟着长辈从库车出发，又坐
马车又搭汽车的，来一趟乌鲁木齐花好多天。
现在方便了嘛，坐火车用不上一天就到了。”

“新疆各个地方我都去过，变得更美了
嘛。现在的日子，攒劲得很！瞧我们的小院
子，搞得多么漂亮！老百姓高兴着呢。”

得空的时候，买大叔就带着孙子孙女去
人民广场绕着纪念碑转一圈，他对记者说：

“我们爱自己的国家，民族团结精神要代代传
嘛。生活在新疆，亚克西！新疆的明天也肯
定是亚克西！”

海客海客 学习小组 侠客岛侠客岛PEOPLE’S DAILY OVERSEAS 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 （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境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奥克兰、雅加达、泗水、首尔、香港

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 辛丑年三月十八

今日12版 第11239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扫
码
观
看
视
频

新疆和平解放至今，在中央和全国人民支持下，天山南北已成为各族人民的幸福家园——

“ 现 在 的 日 子 ，攒 劲 得 很 ！”
本报记者 叶晓楠

⑨

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就乍得总统代比逝世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
会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乍得政府
和人民以及代比总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代比总统带领乍得人民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努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他生
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极推进两国各领域
交流合作，为促进中乍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我高度重视中乍人民友好，中
方愿同乍方一道，推进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
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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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看头年，起步很关键。”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西壮族自治

区，进村庄、入企业、察生态、探民生，就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搞好民族团结
进步等进行调研，并亲自指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四月的八桂大地，春意正浓。
从湘江之边到漓江之上，从柳江之滨到邕江之畔，习近平

总书记一路走来，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广西广大干部
群众加油鼓劲，为新时代广西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湘江之畔祭英魂：“困难再大，想
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到广西，来全州看一看湘江战役，这是我的一个心
愿。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

4月25日上午，广西考察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来
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
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战的战场遗址。
1934年底，一场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战役在这里打

响。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付出极其惨烈牺牲，粉碎了国民党
反动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将士马革裹尸，湘
江水鲜血染红。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
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始终牵挂在湘江战役
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专门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做好烈士遗骸
收殓保护工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这个纪念园，就是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成的。

拾级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纪念园凭吊广场，面向
“红军魂”雕塑静静肃立。

“红军魂”雕塑长 80 米、高 7 米，巨石琢就，形如长
城。主雕塑眼神坚毅、目视前方，原型正是“断肠明志”、
壮烈牺牲的陈树湘烈士。两侧，一个个红军战士的形象呼之
欲出，或怒吼拼杀，或英勇战斗。

两名礼兵将花篮敬献于“红军魂”雕塑前。
习近平总书记缓步上前，仔细整理书写着“湘江战役红

军烈士永垂不朽”的花篮缎带，率领随行人员向红军烈士三
鞠躬。

雕塑背后的山坡上，一面面红旗招展。那里，埋葬着红
军烈士们的遗骸。往日硝烟早已散去，英雄之气仍在这青山
绿水间纵横激荡。

纪念园不远处，坐落着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血战湘江突重围”展

陈，了解红军浴血奋战、突破湘江的革命历史。
红军长征路线图、脚山铺阻击战模拟场景、油画《浴血湘

江》……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革命文物，吸引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目光。

在油画《陈树湘》前，总书记停下来脚步，凝视良久。
画面中，陈树湘躺在担架上，腹部鲜血直流。为掩护红军

主力渡江，这位“绝命后卫师”师长身负重伤、不幸被俘，苏醒
后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的一个。”习近平
总书记由衷感叹。

“四道封锁线都在哪里”、“湘江水有多深”、“这场仗打
下来牺牲多少红军”……参观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时询
问相关情况，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在中央红军抢渡湘江四大渡口示意图前，讲解员讲述了
这样一个故事：

“据罗荣桓同志回忆，他在渡江后回头一看，身后就只
跟着一名十几岁扛着油印机的小红军战士。江面上漂满了红
军战士的遗体，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至今在桂北仍然流传着
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
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当时真是危险啊！”习近平总书记说，“试想，如果没
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
冲出敌人的封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还没
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理想信念的力量！”

离开纪念馆前，习近平总书记同这里的工作人员亲切交
谈，深刻阐释湘江战役的重大意义：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支有理想信念的
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
生，迸发出不被一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
概。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情况下居然
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

“横扫千军如卷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我们对实
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
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桂北乡村探振兴：“学习掌握科学
技术，用知识托起乡村振兴”

才湾镇毛竹山村，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约 10
分钟车程。村名叫毛竹山，是因为这里漫山遍野的毛竹。然

而，新发展起来的葡萄产业，更让这个小山村远近闻名。
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来到这里。沿着平整的水

泥路，车子穿过山间的茂林修竹，一派田园风光涌入眼前。
昔日炮火纷飞的战场，如今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这个村子不错啊！绿水青山。”沿着乡间小道，习近平
总书记步行察看村容村貌。

雨后山村，空气格外清新。一排排桂北民居错落有致，
一排排盖着透明防雨膜的葡萄棚延伸开去。

村干部告诉总书记，该村采取“党小组+理事会+基地+
农户”模式，党员带头，成立葡萄种植协会，带动全村 46
户村民家家户户都种上葡萄，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元。

“过去我们这里比较穷，外面人说有女不嫁毛竹山。现
在我们种葡萄，村民都富起来了，大家都说，毛竹山葡萄
山，家家户户住楼房，生活变了样，有女要嫁毛竹山……”

听着村干部的介绍，总书记脸上露出笑容。
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在技术员指导下忙碌着。习近平总

书记沿田埂走进葡萄园，同村民攀谈起来。
“你们这里主打什么品种？”
“南玉、红地球，还有温克。”
“价格怎么样？”
“最低能卖到3块，好的能卖到4块。”
“亩产能达到多少？”
“3000斤。”
乡亲们告诉总书记，自从发展起了葡萄产业，村里人也

不用去较远大城市打工了。在家种葡萄一亩地收入近万元，
不比城里差，农闲时间就近打工，又能增加一块收入。

“所以，将来乡村振兴还是很有前途的。大家不用背井
离乡，而是回归乡村。祝你们的葡萄产业越办越兴旺！”

总书记转过头来又问技术员：“你从哪里来的？在这里
主要给大家辅导什么？”

“我是桂林市农业农村局的，每隔一两个月来一次，为
村民们提供技术指导，现在正在为葡萄绑蔓、定梢。”

“有什么讲究？”
“枝条间隙要固定，20公分左右。花序上面四到六片叶

子，要摘心。”
“这个也要疏花序吧？”总书记问得十分详细。
“要的。”
“把你的贡献就写在大地上！”总书记叮嘱，“我在福建

时就抓科技特派员，现在全国都在推广。农业技术人员就是
要下沉到农村基层来，就是去干具体的出实际成果的事情，
这就是你们的贡献。”

（下转第二版）

“加油、努力，再长征！”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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