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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伟业 百年风华 ②

195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智利著
名诗人聂鲁达第二次访问中国。

1928 年，聂鲁达第一次来到中国时，
中国还是西方描绘的“一个满脸皱纹的
老妇”。但在 195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30 周年时，聂鲁达欣喜地看到，“中国人
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于是，他用热情
奔放的笔触写下：

现在，全世界人民都清楚看见
你的广大国土已经团结统一
你像飓风一般迅猛有力……
中国嬗变的背后，是苦难辉煌的历

程。正是血与火中淬炼而生的中国共产
党，带领英雄的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
朝着社会主义迈进，才创出沧海桑田的人
间奇迹，写就古老民族的涅槃史诗。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
的选择。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

之时，无数仁人志士尝试了各种救国途
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
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没能挽
救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
多么不容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一个世纪时间
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
人民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
起来的伟大飞跃，并朝着强起来的目标稳步
前进。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道路来之不易，鞋子合脚才行。中国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是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现实结
合的结果。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创

造性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之路，赢得了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
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
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因应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大势，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
放的伟大决策，用 40年的时间，使中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
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战略定力、作出战略部署，带领中
国向强起来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各式各样
的“中国崩溃论”从来没有中断过，但中国非
但没有崩溃，反而综合国力与日俱增，人民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风景这边独好”。实践

证明，社会主义这双“鞋”很合中国的“脚”。
中国的成功实践也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
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
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走过漫长来路，前途更加光明。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将行稳致远，
迎来光辉未来。有人说，中国成功的秘诀就在
于一棒接一棒地“接力跑”。的确，从第一个五
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这条路一以贯
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现在，中国已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本
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
标也在朝中国人民挥手微笑。要达成这个目
标，非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人们看到，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追求并非空谈，“共同

富裕示范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
区”已在试点；人们看到，中国迅速战胜疫情，
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向全
世界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实践着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伟大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越走越稳、越走越宽广。

百年何沧桑、百年恰风华。现在，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复兴的目
标，这并不是松口气、歇歇脚、论功劳的
时刻，而是催人奋进、不断向前的号角。
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写在人类的历
史上，并创造出属于亿万人民的幸福！

假如聂鲁达还健在，在 2021 年——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再次来到中国，
那么，他将会写出怎样激情澎湃的诗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一条道路，坚定不移
■ 申孟哲

本报酒泉6月16日电（记者余建斌、吴月辉） 经空
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6月
17日9时22分发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航天
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成，聂海胜担任指令长，
备份航天员为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航天员聂海胜参加
过神舟六号、神舟十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刘伯明参加
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汤洪波是首次飞行。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
段第四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
务，任务有以下主要目的：在轨验证航天员长期驻留、
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
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首次检验东风着陆
场的航天员搜索救援能力；开展多领域的空间应用及实

（试） 验；综合评估考核工程各系统执行空间站任务的功
能和性能，进一步考核各系统间的匹配性和协调性，为

后续任务积累经验。
按计划，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

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的前向端口，与天
和核心舱、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形成组合体。航天员进驻
核心舱，执行天地同步作息制度进行工作生活，驻留约3
个月后，搭乘飞船返回舱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组合体状态稳定，各
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与航天员进驻条件。执
行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各系统已完成综合演练，
航天员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已基本就绪。

右图：6月16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聂
海胜 （中）、刘伯明 （右） 和汤洪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与记者见面。 新华社记者 琚振华摄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今日发射
飞行乘组由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三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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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几个月中，这个山区的许多村堡
中连续出现了一座座盖着彝族‘瓦板’（用刀
剖的木板） 或稻草的新土房。人们在迁入新
居的时候，欢欣鼓舞地举行了‘尔擦苏’的
仪式，把浸过烧红石块的清水洒在屋内表示
吉祥，有的还按照风俗买了少量的酒和邻人
共饮。”1956年 11月 29日，人民日报第四版
刊发了 《上万彝民安了家》 等一组笔调欢快
的报道，讲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已经
有上万户奴隶在民主改革中得到自由迁入新
居安家，开始了新的生活”。那一年，党中央

果断决策，在实行了几千年奴隶制的凉山
州，以乡村为单位进行民主改革。

位于当时州府昭觉县的三河村，正是在民
主改革中和其他彝族村落一起摆脱奴隶制枷
锁，“一步跨千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民主改革前，奴隶的一切全是奴隶主说
了算，缺吃愁穿又要给奴隶主卖苦力，好多村
民夜里睡觉直接躺在地上，连盖的都没有。民
主改革后，家里分到了土地，还盖起了自己的
茅草房。”77岁的村民洛古日尾对记者说，“要
是没有共产党，就不会有民主改革，我们的日

子哪有个盼头？”
村民翻身当主人，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

由于自然、交通、历史等多种因素限制，三河村
脱贫之路走得十分艰难。

村民们没想到的是，2018 年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他们身边！总书记到这里
看望慰问全村群众，为当地脱贫攻坚工作指明
方向。同年，三河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全面启
动，800多名村民陆续搬进了彝家新寨。

在海拔 2500 米的山梁上，从三河村旧址
到新寨，路程不足 3公里，驱车不过 5分钟，却

让记者看到了三河村彝族村民第二次“一步跨
千年”的喜人景象——

在旧址，举目都是低矮破旧的土坯房，黄
土裸露、四壁漏风，进出村的小道坑坑洼洼；在
新寨，充满彝族风情的民居错落有致，黄墙黑
瓦，明净整洁，水泥村道又宽又平坦，再也不会
有“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的烦恼。

村民吉好也求的家，一下子从 20 平方米
变成100平方米。“我家7口人只花了1万块钱
就住进这新房，还添了冰箱、彩电、洗衣机。”吉
好也求告诉记者，他平时外出打点零工，家里

开小卖部，生意顺旺。去年全家收入近 11 万
元，孩子们都在学校读书。

“我的两个梦都实现了，一个是大学梦，
改变命运；一个是致富梦，摆脱贫困。”村民
洛古有格2013年从重庆一家企业辞职，返乡
创业组建养殖合作社，带动上百名村民共同
致富，“现在我们养了 200 多头西门塔尔牛，
在政府支持下，我们还在建设标准化养殖
场。下一步准备继续扩大养殖规模，这样会
有更多村民受益。”

“短期主攻养殖和外出务工，中期发展特
色种植业，长期用好三河村的农文旅资源，打
造红色教育旅游路线。”谈起村里的产业发展
愿景，三河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凯很有信心。广
东省对口支援也为当地发展添加了强大助力。

“‘凉山佛山一家亲’，先富帮后富，越帮感情越
深，越干越有劲头。”李凯说。

3年间，三河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3000
多元增加到上万元，打赢了这场脱贫攻坚战。
今年2月，三河村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荣誉称号，名字再次上了人民日报。

“慕名而来的参观者密得很，我现在又多
了个讲解员的新角色。我要把村里的脱贫攻坚
故事讲好，让更多人了解党对彝区帮扶的好政
策、村民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李凯说。

如今，村里农民夜校、网校办得有声有色，
全村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小娃娃在
学前就会讲普通话了。产业强、村民富、新村
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三河村成为凉山彝族
人民生活巨变的范本，彝家新寨回荡着欢歌
笑语。在这大凉山深处，村民们有两句话经
常讲：“精准扶贫‘瓦吉瓦’（彝语：好得
很）！”“共产党‘卡莎莎’（彝语：谢谢）！”

65 年前，党中央决定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民主改革，废除了奴隶制。如今，当地
打赢脱贫攻坚战，奔向更美好的新生活——

三河村，两次“一步跨千年”
本报记者 张 盼 金 晨

1956年11月29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第四版。 2019年1月，三河村村民在新村广场前举行坝坝宴，庆祝搬入新家。 阿克鸠射摄2019年1月，三河村村民在新村广场前举行坝坝宴，庆祝搬入新家。 阿克鸠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