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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
这条路”

实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我们还要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
乡村振兴，按照既定的目标踏踏实实走
下去，把产业发展好，把乡村建设得更
好，创造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

“新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怎么
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节。”习近平主席
二○一七年新年贺词中的这句话，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牵挂的，是困
难群众；念兹在兹的，是脱贫攻坚。

2014年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冒着零下 30多
摄氏度的严寒，来到地处边陲的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

在伊尔施镇困难林业职工郭永财家中，习近平总书记
察地窖，摸火墙，看年货，坐炕头，详细了解一家人的生活。
总书记表示，快过春节了，知道你们有困难，特地来看望你们。

看到郭永财等群众住房还比较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叮
嘱当地干部要加快棚户区改造，排出时间表，让群众早日住
上新房；要做好慰问困难群众工作，让每个家庭都过好节。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
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只要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就要毫不懈怠团结带领群众一起
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真挚深情。

2016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恰好是南方的小
年，习近平总书记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江西井冈山市
茅坪乡神山村。这曾经是一个贫困村。

在红军烈士后代左秀发家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一家
人立足本地资源、依靠竹木加工增收脱贫的做法给予肯
定，祝他们生产的竹筒畅销。总书记指出，扶贫、脱贫
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
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

在村里，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习近平总书记每到
一处，都向乡亲们问好。总书记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
给孩子们送去书包，祝家家都把年过好。

习近平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开，村民们聚集
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同乡亲们握手，向
乡亲们拜年。

在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乡亲们说，我们党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
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真挚热情的话语，温暖着在场每个人
的心，阵阵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山村。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
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

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
河北张北县，踏着皑皑白雪进入小二台镇德胜村。这个村曾
经是贫困村，全村413户中有212户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在村民徐海成家，习近平总书记同乡亲们一起，一
笔笔算着一年的收支账，合计来年的脱贫计划。

习近平总书记问徐海成，家里有多少亩地，种些什
么，收成怎么样？

徐海成说，自己一家 4 口，2016 年种植甜菜、马铃
薯、莜麦的收入，加上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和务工收入，
共计 4.3 万多元，妻子治病和女儿上大学支付 3.5 万多
元，除去基本生活，家里没有多少活钱了。

习近平总书记一边帮他算账，一边安慰他，说党和
政府一定会持续关心像他这样的家庭，让乡亲们过上越
来越好的日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样的场景人们并不陌生。习近平
总书记问的是一家一户的小账本，展现的却是脱贫奔小
康的大情怀。

“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
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
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
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组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脱
贫攻坚人民战争。

党和人民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
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

2021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毕节市黔西
县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考察调研。

走进苗族村民赵玉学家，习近平总书记从客厅、厨
房到卫生间，看得十分仔细。“做饭用电，电费贵不贵？
有了自来水，洗澡都有热水吧？”

赵玉学指着客厅墙上的照片说，过去就住在这个麻
窝寨里，透风漏雨，没水没电。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帮
助下，现在住进了这个1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水电路都
通了，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化屋村曾经是深度贫困村，近年来通过发展特色种
植养殖和旅游业，实现了贫困人口清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就业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本
措施。要积极发展乡村产业，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让群
众既有收入，又能兼顾家庭，把孩子教育培养好。

马上过年了，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准备年货。赵玉学妻子杨
鹏英邀请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制作当地传统节日食品黄粑。

拿起一张粽叶，夹上一块糯米黄豆面，卷起粽叶，
用线扎紧，习近平总书记亲手包了一个黄粑。总书记笑
着说：“祝你们今后的日子过得更加幸福、更加甜美！”

在村文化广场上，各族群众正在开展春节民俗活
动，打鼓吹笙，载歌载舞，喜气洋洋。

在欢快的迎客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大家中
间。总书记指出：“实现小康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我们还要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按照既定
的目标踏踏实实走下去，把产业发展好，把乡村建设得
更好，创造更加多彩多姿的生活。”

“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
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
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
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
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高质量发展是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
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
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
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
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国家再往前走也要靠自主创新。”

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依靠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和良好
的生态环境，建成了有“中国天眼”之称的世界最大单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2021年2月，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赴贵州看
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
祝福。其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了“中国天眼”项
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听取“中国天眼”建设历程、技
术创新、国际合作等情况介绍。总书记通过视频察看

“中国天眼”现场，并同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连线，
向他们并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拜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坚作用。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
阵要靠创新，一味跟跑是行不通的，必须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步伐。

2015 年 2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西安市调
研。在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总书记考察了
光电测试大厅、空间载荷环境试验大厅，察看了科技成
果及产品展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必须靠自力更生。科技人员要树立强烈的创新责任和创
新自信，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国际科技发展
制高点，努力多出创新成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多作贡献。

电子信息产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产业。习近平总书记
十分关心这一领域的最新进展。

2018 年 2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成都市天
府新区考察。在成都中电熊猫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总书记
听取了公司总体情况和四川省、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情
况介绍，察看企业自主可控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并深入
车间观看新一代液晶面板生产工艺流程。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企业“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
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绿色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发展理
念。总书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的生态文
明理念深入人心。这个理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
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2020 年 1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昆明市考察
调研。总书记来到滇池星海半岛生态湿地，听取云南省
和昆明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总
体情况汇报，察看滇池、抚仙湖、洱海水样和滇池生物
多样性展示。

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上世纪 50年代末水
质开始恶化，到 90 年代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湖泊之
一。经过多年不懈治理，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详细询问滇池保护治理和水质改善情
况。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
计，而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西安是有着 3100多年建城史、1100多年建都史的古
老城市，是中华文明的根脉城市之一。

2015 年 2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陕西西安市调
研。在西安市博物院，总书记观看了西安都城变迁图、
隋唐长安城模型、青铜器及汉唐金银器文物展、汉唐代
表性雕塑与唐三彩文物展，听取了古代丝绸之路和长安
历史文化等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
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
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
弯路、更好前进。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
市生命的一部分。胡同，北京老百姓世代生活的地方，
是老北京的一个显著特色。

2019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前门东区，沿草
厂四条胡同步行察看街巷风貌，听取区域规划建设、老
城保护、疏解腾退、人居环境改善等情况介绍。前门东
区是北京老城重要历史片区，是北京这座千年古都深厚
文化底蕴的重要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老城区改造提升同保护历史
遗迹、保存历史文脉统一起来，既要改善人居环境，又要保
护历史文化底蕴，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而体育同样承载着
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2017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张家口市
崇礼云顶滑雪场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首先到雪具大厅，了解头盔、雪帽、
雪镜、雪服、雪鞋、雪板等各式雪具的不同功用。大厅
里的游客和滑雪爱好者们热情向总书记问好、向总书记
拜年，总书记频频向他们问候致意，祝他们新春快乐、
玩得开心。

在滑雪场练习区，一些正在练习的滑雪爱好者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来了，激动地围了过来。总书记同他们亲
切交流，询问他们的滑雪体验。

在一群正在这里参加滑雪冬令营的少年儿童中间，
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子，问他们多大了、从哪里来、练
滑雪难不难，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在滑雪练
习中既勇于挑战，又注意安全。

体育是重要的社会事业，也是前景十分广阔的朝阳
产业。在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申办北京冬
奥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推动我国冰雪运动快速进步，
推动全民健身广泛开展。我们提出，要努力带动更多人
参与冰雪运动，北京冬奥会是一个重要推动，对冰雪运
动产业也是一个重要导向。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发展体育事业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还
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凝心聚气的强大精神力量。

匠心独运丹青手，万里山河起宏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抓发展，必须坚定不移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处理好稳和
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
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
社会发展全过程。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
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个
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
结的力量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

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
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改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布楞沟，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高山

乡的一个下辖村，东乡语意为“悬崖边”。村如其名，山
大坡陡、沟壑纵横，一度是该县最偏僻贫困的村。

这里曾经吃水难，要么喝雨水或者河沟里的盐碱
水，要么往返 30公里到洮河取水；行路难，全村都是土
路，又窄又陡；住房难，八成以上群众住的是土坯危
房；上学难，村里只有一个三年制教学点……

201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翻山越岭，来到海
拔 1900 多米的布楞沟村，入户看望老党员和困难群众。

“要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总书记殷
殷嘱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
作，特别是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一定
会给乡亲们更多支持和帮助，乡亲们要发扬自强自立精
神，找准发展路子、苦干实干，早日改变贫困面貌。

如今，布楞沟村的水引来了，路修通了，当年的吃
水难、行路难、住房难、上学难、看病难、增收难，得
以明显改变。

2014 年 1 月 27 日，赴内蒙古调研看望慰问各族干部
群众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锡林郭勒盟牧民玛吉格家，在
蒙古包中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

“小孩上学远不远？”“看病、购物方便不方便？”“家
里养了多少只羊、多少匹马？”“收入怎么样？”习近平
总书记问得很细。玛吉格和家人一一作了回答，并表示
这些年日子越过越红火。

习近平总书记问群众还有什么要求，老人反映当地
有的牧户在用电、通行上还有些困难，总书记要求当地
党委和政府作出规划，努力加以解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落下。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

彝族聚居区，也曾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凉山脱贫攻坚，牵挂着当地群众。

2018 年 2 月 11 日，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走进吉好也
求家的老房子。

习近平总书记察看了院子里的鸡笼、猪舍。仔细阅
看挂在门口的贫困户帮扶联系卡，了解一家人的基本情
况、致贫原因、发展需求和帮扶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掀开床褥、摸摸被子，看看够
不够厚实。抬头看见挂在房梁上的腊肉，询问家里的吃
穿怎么样。总书记对吉好也求一家人说，我一直牵挂着
彝族群众，看着你们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很高兴，希
望孩子们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在三河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
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
贫困地区，无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
场攻坚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
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国梦，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全国各族人
民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个心愿和目标，离不开全国各族
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那达慕是深受蒙古族群众喜爱的民族特色活动。
2014 年 1 月 27 日上午，内蒙古锡林浩特市宝力根苏木

（乡） 白雪皑皑，旌旗飘扬，牧歌悠扬，牧民们身着盛
装，骑着马，开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冬季那达慕。

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来了，牧民们使劲鼓掌，纷纷上
前握手问好。总书记同牧民们一起，观摔跤，看赛马，
听长调，赏歌舞。

在传统的“五畜祈福”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按照
蒙古族习俗，用无名指蘸上用银碗盛着的鲜牛奶弹了三
下，祝福来年风调雨顺，五畜兴旺，人民幸福安康。

一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始终高举民族
团结旗帜，坚持和发扬各民族心连心、手拉手的好传
统，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精心做好民族工
作，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的屏障。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文化认同是民族团
结的根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
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贵州毕节化屋村村民以苗族为主，民族特色鲜明，
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2021 年春节前夕，在贵州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走进扶贫车间，精美的苗族传统服饰吸引了
总书记的目光：“这是手工做的吗？价格多少？销路怎么样？”

“苗绣既是传统的也是时尚的，你们一针一线绣出
来，何其精彩！”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大家，一定要把苗绣
发扬光大，这既是产业也是文化，发展好了既能弘扬民
族文化、传统文化，同时也能为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
作出贡献。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
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

云南腾冲市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是一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司莫拉，佤语意为“幸福的地方”。这里青山环抱、溪水
潺潺，环境优美，民风淳朴。500 多年来，当地佤族群众同
汉、白、傣等族群众和谐共处、辛勤劳作、生生不息。

2020 年 1 月 19 日，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这里，了解乡村振兴和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情况。

脱贫后的村民李发顺一家，住进了“大五架”房，
一正两厢一照壁，上下两层，干净结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家，一一察看客厅、卧室、厨
房、卫生间、猪舍等，了解居住环境。随后，总书记在
院子里同李发顺一家制作当地节日传统食品大米粑粑，
并聊起家常，详细询问李发顺一家脱贫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亲们脱贫只是迈向幸福生活
的第一步，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在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振兴，让幸福的佤族村更
加幸福。

村寨广场上，身着民族服饰的佤族男女老少，敲起象
脚鼓，一起“加林赛”（佤语：意为大家一起排队跳舞），用热
情的甩发舞和欢快的竹竿舞，欢迎最尊贵的客人。

按当地风俗，习近平总书记敲响佤族祝福木鼓——
“一声鼓响，风调雨顺；二声鼓响，国泰民安；三声

鼓响，四海升平！”随着浑厚的鼓声和长者的祝语，广场
上掌声、欢呼声汇成一片。

“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同乡
亲们挥手道别。

“共产党光辉照边疆，山笑水笑人欢乐。社会主义好
哎，架起幸福桥。哎……道路越走越宽阔，越宽阔……”

欢快的歌声，在村寨里久久回响。

“要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关心
关爱基层官兵”

党的根基在基层，军队的根基也在
基层，基层过硬军队才能强大，青年官
兵过硬军队才有未来

统帅心系百万兵，一步一履总关情。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都会看望慰问部队官兵，代表党中央和中
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
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

2013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漠深处的空
军某试验训练基地，见到官兵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
惦记着大家，特地来看看大家。”“一直”和“特地”，生
动道出了总书记对基层官兵的真切牵挂。

那天天气很冷，当看见大家只穿了冬常服时，习近平
总书记说，“大家都没穿大衣，我也脱了吧”，说着便脱
下大衣，和官兵们一起合影。

“战士们睡觉冷不冷？能不能洗上热水澡？连队伙食
怎么样？”这些生活“小事”，却是统帅心中的大事。

2017年春节前夕，在陆军第 65集团军某步兵旅“大
功三连”，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二排宿舍，摸摸被褥，看看
衣物，关切地询问战士们能不能洗上热水澡、晚上宿舍
冷不冷、过节准备得怎么样。离开宿舍时，总书记叮嘱
部队领导安排好节日生活，让战士们过一个安全、欢
乐、祥和的春节。

2018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看望驻四川部
队某基地官兵时，同西沙某测控点官兵通话。海岛环境
能不能适应，过年准备得怎么样……总书记问得很具体。
得知岛上驻防条件比较完善，春节期间安排了包饺子、卡
拉 OK、棋牌和球类比赛，总书记很高兴，叮嘱要安排好节
日期间战士们的生活，让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2019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视察北京卫戍
区，走进官兵宿舍，察看生活设施情况，特意叮嘱道：“我
在电视上看了今年元旦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那天天气
很冷，国旗护卫队官兵穿得比较单薄，要注意防寒保暖。”

士兵，在统帅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层，是统帅
去得最多的地方。“党的根基在基层，军队的根基也在基
层，基层过硬军队才能强大，青年官兵过硬军队才有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关心关爱基层官兵，注重把人力物力财力向边防、向基
层、向一线倾斜。

2014 年 1 月 26 日清晨，习近平总书记从北京乘飞机
直飞 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尔山市。一下飞机，就冒
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迎风踏雪驱车赶往边防线。

隆冬的北国边疆，大地鹤雪，高天寒流。车队行驶
在茫茫雪原，冰封路滑。抵达阿尔山口岸，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要走一走边防巡逻路，看一看一线执勤官兵。

雪地里，朔气逼人，冰冷刺骨。习近平总书记一边
查看巡逻装备，一边了解执勤情况。看到官兵们的脸
上、眉毛上、防寒面罩上满是霜花，总书记关切地询问
寒冷的天气适不适应，每天要巡逻多少小时、走多少公
里，官兵们精神饱满，一一作答。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高兴，称赞说，你们战风雪、斗
严寒，穿行在林海雪原，巡逻在边防线上，我很受感
动。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看望慰问巡逻官兵后，习近平总书记乘车前往三角
山哨所。哨所位于海拔1000多米的山顶。沿着58级陡峭
的台阶，顶着凛冽的寒风，总书记登上哨所。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哨所，仔细察看执勤设施和内务
设置，在观察登记本上签下名字，动情地对执勤哨兵
说：“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

春晖万里沐边关，深情厚爱暖兵心。朴实的话语，
生动诠释了伟大的力量——统帅和士兵共有一个担当！

兵者，国之大事。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强军兴军，最紧要的是确保军队坚决听党指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
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在内蒙古军区边防某部连队，习近平总书记希
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强军目标，抓好思想政治建设，坚
定理想信念，弘扬“北疆卫士”精神，坚决听党的话、
跟党走，矢志扎根边防、守卫边防、建功边防。

——在轰炸航空兵某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
强大人民空军，需要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大家要胸怀
强军兴军目标，思想政治要过硬，坚决听党指挥，做到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打仗本领要过硬，
加强实战化训练，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战斗
作风要过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敢于冲
锋陷阵，敢于迎战强敌。

——在驻赣部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
军、依法治军，坚持用井冈山精神等革命传统铸魂育
人，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坚决听
从党中央、中央军委指挥。

…………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进者胜。强军

兴军的最终目的，就是能打仗、打胜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

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来到兰州军区机

关视察。在听取兰州军区工作汇报后，总书记强调，要
着力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推动信息化建设加速发
展，不断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确保部队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春节前夕前往轰炸航空兵
某团视察。总书记来到机场停机坪，认真察看各型战机
和机载武器，实地考察部队练兵备战成果。总书记勉励
大家按照“地面苦练、空中精飞”的要求摔打磨砺自
己，以极端负责的精神精心维护保障战机，不断提高技
战术水平，做到一旦有事就能闻令而动、克敌制胜。

（下转第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