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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这里，目的是在全党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
精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砥砺革命意志。”今年4月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
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并
三鞠躬，瞻仰“红军魂”雕塑，参观纪念馆。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
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
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
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路上，我们要抱定
必胜信念，勇于战胜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风险挑战，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伟大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情讲述长征
故事，强调“今天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就是从长征中走
出来的”“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
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 80多年前那段苦难和辉
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

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
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在风雨如磐的
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
军一路向前。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
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
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
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
理想信念。

2014年10月31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全军政
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英雄陈树湘的故事。

“闽西这个地方为革命作出过突出贡献。长征出发

时，红军中有两万多闽西儿女。担任中央红军总后卫的
红34师，6000多人主要是闽西子弟，湘江一战几乎全师
牺牲。师长陈树湘不幸被俘，他撕开腹部伤口，绞断肠
子，壮烈牺牲，实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誓言。”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
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
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
极为罕见的。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
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
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
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
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
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2016年7月18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
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选择这里

作为宁夏考察第一站。
夏雨绵绵。在红军长征会师纪念碑前，习近平总书记

敬献花篮，整理缎带。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
宁和将台堡会师，标志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在长征路线沙盘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
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没有什
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要走新的长征路，长征永远在
路上。当年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政权的
长征，我们现在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长征，这是接续进行的。我们这一代人要
走好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

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
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
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
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
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
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长征过雪山途
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
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
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
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
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
现出强大力量。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
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
斗争。”

“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
么？图的是什么呢？”2019年5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西南昌市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动
情地说，“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最重要的
信念就一条，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相信跟着红
军走就是有前途，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
姓好，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时的情况下，红军有可能成
功，也有可能不成功，比如红军无法渡过湘江、乌江、
大渡河，过不了雪山草地，三大红军主力最后无法会
合。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
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只要理想信念在，党的事业一定
会成功。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正因如此，党和红军才一
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

今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专程来
到位于桂林市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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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
成的。

在油画 《陈树湘》 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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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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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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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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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弱了，而是
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
确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
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
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
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
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
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经过长征，党和红军不是
弱了，而是更强了，因为我们党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
道路，找到了指引这条道路的正确理论。”

（下转第三版）

继往开来，重整行装再出发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长征故事

“京津冀协同发展意义重大，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7 年多前，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将京津
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广袤的京津冀大地，一场区域深层次
改革大幕开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7 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
要》等一项项重要规划相继出台，雄安新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建设中的一个个重大工
程稳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

首都南翼，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2019年
9 月正式投入运营，单日最高旅客量突破
14万人次；渤海之滨，天津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自2016年挂牌以来累计注册企业
2700余家；白洋淀畔，雄安新区呈现塔吊
林立、热火朝天的建设局面，京雄城际铁
路2020年底开通，雄安站投入使用……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明确提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
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从“谋思路、打基
础、寻突破”，到“滚石上山、爬坡过坎、攻坚
克难”，再到“加快推动”，京津冀同心同向同
力，以更大气魄推进这项历史性工程。

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
地”的思维定式，抱成团朝着
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

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
体、文化一脉。

然而，一段时间发展不平衡产生的
“虹吸效应”，导致京津两极“肥胖”，周边
地区“瘦弱”；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更一
度成为困扰北京的“大城市病”。

（下转第二版）

金秋时节，湖
南省永州市道县28
万 亩 晚 稻 陆 续 成
熟。喜看稻菽千重
浪，田野宛如铺金
毯，景美如画。

图为道县万家
庄街道五洲村村民
在收割晚稻。

何红福摄
（人民图片）

“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本报记者 温红彦 张志锋 贺 勇 龚相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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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我国幅员辽
阔、人口众多，各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差别之大
在世界上是少有的，统筹区域发展从来都是一
个重大问题。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党中央在继续
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相继作出实施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
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新的区域发
展战略，同时就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
先发展等作出新部署，提出新要求，不断推动
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
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
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
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要形成几
个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特别
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
些重要城市群。不平衡是普遍的，要在发展中
促进相对平衡。这是区域协调发展的辩证法。”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时代答卷”系列报道，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调研的足迹，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充分展现习近平总书记
高瞻远瞩的战略擘画和深邃思考，充分反映相关
地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奋力推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和显著成效，充分展示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光明前景。

要从全局的高度和更长远的考虑来认识和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增强协同发
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勇于担当，敢
于创新，善作善成，下更大气力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习近平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时代答卷时代答卷

本报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廖睿灵） 在
国新办20日举行的前三季度农业农村经济运行
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发
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今年前三季度农业
农村经济运行总体良好。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
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曾衍德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夏粮量质并增，
产量2916亿斤、增加59.3亿斤。优质专用小麦面
积占37.3%，提高1.5个百分点。早稻实现增产，产
量560亿斤、增加14.5亿斤，连续两年增产。秋粮
增产已成定局，秋粮面积稳中有增，目前收获已
近八成，近期的连阴雨对产量影响总体有限。

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良好

全年粮食产量将再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