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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深化对党践行初心
历史的认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
不断深化对党践行初心历史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自登上历史舞台的那
一刻起，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
复兴确定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建党
伊始，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思想，而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
品格之一，就是其坚定的人民性；制定
了党的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而
共产主义的目标取向，就是要彻底解放
全人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在实践层面，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为实现
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进行了大量艰苦
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同时还显著提高
了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大
增强了人民的自豪感、幸福感与获得
感，并由此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的高度认

同、衷心拥护和深切爱戴。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老百姓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为各民族谋幸福。”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外力
强迫的产物，而是由唯物史观和党的性
质内在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追求
的结果。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和历史的推动者。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唯物
史观和党的根本性质，决定了党的利益
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党的
事业与人民事业的高度契合性。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
是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全体党员干部必须始终
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坚决站稳人民立
场；必须牢固树立人民主体地位，并通
过制度的建构、方式方法的创新等途
径，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
主动性、创造性；必须始终牢记为人民
谋幸福这一“国之大者”，时刻把人民安
危冷暖和幸福安康记挂心头；必须始终
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将心比心，以心
换心，真正把人民当主人、当亲人；必须
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生死
相依；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
观，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善于从人
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不断完善
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必须顺民心、重
民意、解民忧、纾民困、汲民智。唯有如
此，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才
能做到无往而不胜利。否则，就可能会
被人民抛弃，就会成为孤家寡人，甚至
走上败亡的道路。

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中，必须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学党史，既要悟思想，
更要见行动。不仅要说得好，更要做得
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
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

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
个环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在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下真功夫、硬功
夫，不能坐而论道、纸上谈兵；必须大力
发扬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的精神，尽
心尽力、尽职尽责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解难题，勤勤恳恳、扎扎实
实为广大人民谋利、尽责、造福；必须面
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做好服务群众
工作，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
际问题；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
炼，不断提高为民服务的本领；必须更
新服务理念，切实转换服务方式，努力
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党和服务型
社会；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深入了解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所
需；必须着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全
面落实人民民主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当
家作主的权力；必须推进法治国家、法
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切实保
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利和权力；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既要立足眼前，着力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如就业、
就医、就学、住房、养老、社保、环保、食

品药品安全等，切实做好普惠性、基础
性、兜底性民生工作，又要着眼长远，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不断完
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更好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
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
必须全面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
使广大人民在改革中获得实实在在的
利益；必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
展，使全体人民都能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一句话，就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真
真切切的为民服务行动，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持续增进最
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不断提升广大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中，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把党史学
习教育作为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营养
剂，努力从百年党史中汲取为民服务的
营养、智慧和力量，永葆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和使命，团结带领广大人民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不断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
明天。

（郑兴刚，作者系五邑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

坚持人民至上 永葆为民本色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

据新华社南昌7月23日电 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赴江西考
察，在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西
代表团审议，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指
明“努力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
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
先”的方向。江西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
嘱托，奋发作为、奋勇争先，加快经济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探索绿色崛起新路，
聚力改善民生福祉，让老区焕发新活
力、老区人民过上新生活。

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地处中部、发展不足、产业不优，江
西曾给外界这样的印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江西着力培育壮大有色
金属、电子信息、航空、新能源、中医药
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入推进数字经济，
加快国资国企、绿色金融等改革步伐。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
考察时强调，要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培
育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
现代服务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这一重要指示，为江西加快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指明路径。

十年间，江西的面貌在逐渐改变：
——区位条件优化：十年间，江西

获批成为全国第三个内陆开放型经济
试验区，高铁里程从0公里增加到2000
公里，赣南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赣
东北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赣西北携
手长江中游省份互助共进，四通八达的
开放大通道体系逐步完善。

——产业层次提升：2021年，江西
电子信息产业规模达6688亿元，居全
国第七、中部第一。十年间，南昌已成
为国内电子信息行业重镇之一，LED
芯片产能全球前三，手机闪光灯和移
动照明出货量全球第一。国产大飞机
C919四分之一机身“南昌造”。宜春，
仅2020年以来就签约上百个2000万
元以上锂电新能源项目，成为名副其
实的“亚洲锂都”。鹰潭市委书记许南
吉介绍，鹰潭自2017年成为新一代宽
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试点示范核心基地以来，已聚集 420

多家物联网企业，物联网连接数超
200万个。

——创新能力增强：十年间，江西
主动对接科研院所，中国科学院赣江创
新研究等70多个高端研发平台相继落
地，中科院院士、南昌大学副校长江风
益团队研发的黄光LED技术实现“国际
领跑”，全省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在
全国排名实现“七连进”。

过去十年，江西省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8.4%，总量由全国第19位上升到第
15位，主要经济指标增幅持续保持全国
前列。2021年，江西数字经济总量突破
万亿元，占GDP比重35%，较上年增速
位列全国第三。

努力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

1吨好空气能“卖”50元。
这是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集团显

示屏上标注的江西林业碳汇交易价
格。在森林覆盖率高达88.3%的崇义
县，当地核算出3.8万余亩山林可用于
林业碳汇交易，预计未来10年的固碳量
达30万吨，按这一价格可“卖”1500万
元。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
考察时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
系，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打
造美丽中国“江西样板”。作为国家首
批三个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江西牢记
嘱托，持续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探
索绿色发展新路。

一场场力度空前的生态修复行动
在江西各地展开——

在九江，临江1公里范围之内的小
化工企业全部关停退出，5公里范围内
一律不许新建任何重化工园区；在赣
州，当地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累计治理崩岗4675座、水土流失
4310平方公里……

“长江的微笑”江豚，从鄱阳湖游进
赣江；鄱阳湖近十年来首次发现大规模
刀鱼群体；近乎绝迹的鳤再现“江
湖”……今日江西，越来越多“老朋友”
正不断回归。

既加强生态修复，又用制度守护生
态——

7月10日，宜春市靖安县一起涉嫌
破坏生态环境的案件在5分钟内得到处
理。当地整合公安、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等部门力量，建立综合执法机制，提
升环境执法效率。

近年来，江西推出的山水林田湖草
沙保护修复、全流域生态补偿、国土空
间规划、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等35项生态
文明试点改革不断显现成效。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江西创新体制机制，在全国率先出

台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
施方案，不断拓宽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的双向转化通道。

今年1月，万年县挂牌成立湿地资
源运营中心，完成全省首笔湿地占补平
衡指标交易，交易面积270亩、交易金
额1890万元。“人们看到保护生态是有
效益的，保护意识自然更强了。”万年县
林业局湿地办副主任曹中有说。

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江西生态
“成绩单”同样亮眼：2021年，全省森林
覆盖率稳定在63.1%、保持全国第二位，
国家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实现设区市全
覆盖；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达96.1%，位居
中部第一；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95.5%，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前列。

“开窗见绿、推门见景”，今天的赣
鄱大地是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画
卷。

千方百计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赣州市宁都县小布镇大土楼村72
岁的吴传寿家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是
10年前他在自家土坯房前拍的，身后是
裸露的土墙、逼仄的木板门；一张是他
和现在住的二层半小楼的合影，身后是
贴着瓷砖的外墙、双开的铝合金大门。

随处可见的土坯房，曾是赣南山村
的普遍面貌。江西曾是脱贫攻坚主战
场之一,到2011年底全省仍有25个贫
困县，赣南171万农户中40%以上仍住
在土坯房中。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
考察时强调，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
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江
西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政治责任，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齐上阵，1.2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97万名驻村工作
队员、30.2万名结对干部倾心帮扶，向
绝对贫困发起总攻。

25个贫困县、3058个贫困村、281
万贫困人口陆续脱贫，2021年脱贫人口
人均纯收入达14391元……十年间，不
仅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江西
还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努力让老区
人民腰包“鼓起来”。

从“稳得住”到“发展好”，产业始终
是重中之重。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山
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脍炙
人口的歌曲《十送红军》中的井冈山拿
山镇，一条国道旁草莓基地、灵芝产业
园、黄桃合作社、猕猴桃基地连成亮丽
风景。

“我们成立了产业联盟，周边农民
每年能从这里拿到上千万元租金、薪金
和股金，各村村集体一年也都有10多万
元收入。”拿山镇党委书记王小辉说。

现代种养、乡村旅游等新业态蓬
勃涌现；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达7355
亿元，26 家企业入围中国农业企业
500强，居中部第一；农村居民年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 8103 元增至 1.87 万元
……十年来，江西因地制宜引导各地
乡村发展特色产业，让老区群众安居
乐业。

不仅村容变美、村民变富，乡村治
理也更加有序、乡风更加文明。

在江西石城县，在红白理事会的
倡议下，“请客不收礼、节俭办宴席”正
成为越来越多群众的自觉。石城县副
县长司广宇说：“我们在全县156个村
成立红白理事会，通过村规民约倡导
新风，以前家家户户都有的礼簿正逐
渐消失。”

乡贤理事会、道德评议会……赣鄱
大地越来越多“理事会”“评议会”参与
乡村治理，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做出贡
献。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江西聚焦“作示范”“勇
争先”目标要求，凝心聚力、拼搏实干，
奋力迈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
西的更大步伐。

描绘新时代改革发展新画卷

据新华社贵阳7月23日电 记者
近日从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了解到，
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发现660余颗
新脉冲星。

“中国天眼”于2016年9月25日落
成启用，是目前全球最大且最灵敏的射
电望远镜。近年来，“中国天眼”在快速
射电暴起源与物理机制、中性氢宇宙研
究、脉冲星搜寻与物理研究、脉冲星测
时与低频引力波探测等方向持续产出
成果，极大拓展了人类观察宇宙视野的
极限。

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
任、总工程师姜鹏表示：“目前，‘中国
天眼’已经进入成果爆发期，观测设备
的稳定运行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世卫组织宣布:

多国猴痘疫情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天眼”已发现
660余颗新脉冲星

自2017年10月10日首次对外宣布发现脉冲星以来，“中国天眼”已发现660余颗新脉冲星。 新华社 发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以下简称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
简称《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
验进行了总结，概括提炼了“十个坚
持”，将“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必须坚持
的“十大经验”之一。全会强调，全党必
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

坚持人民至上，既深刻揭示了中国
共产党过去为什么成功、未来怎样才能
继续成功的秘诀所在，同时也为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奋进新时代指明
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解
放和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一部中
国共产党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
心、共甘苦的历史。今天，我们重温党的
历史，就是要不断深化对党践行初心历
史的认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理念、切实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

二十四节气
说说说说话话话话

据新华社北京7月23日电 7月
23日，当太阳到达黄经120度时，夏季
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如期而至。它与
小暑一样，都是反映夏季炎热程度的
节气。大暑的湿热程度要甚于小暑。

为什么大暑时节感觉最热？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里的中伏前
后，大暑大部分时段与中伏重合，而高
温、高湿又是中伏的特点，正所谓“冷
在三九，热在中伏”。

7月初以来南方高温天气过程影
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显著。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7月下旬，南方还
将出现持续性强高温天气，影响范围
和强度都将超过上一轮。

预计7月下旬，江南、华南中北
部、江汉、江淮及新疆东部和南疆盆
地、内蒙古西部等地35℃以上的高温
日数将有7至9天，江南大部高温持续
日数可达9天以上，华北南部、黄淮中
西部、四川盆地及陕西南部等地高温
日数也将有5至6天。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通
过回顾全国30余个省会级城市常年
（1991至 2020年）的历史观测数据，
发现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间不
同地域的气象条件往往差异较大，从
最高气温来看，三伏天并不一定是所
有地区全年气温最高的时候，但从常
年来看，大多数省会城市的温湿指数
都在中伏期间达到高峰。这意味着，
中伏期间不管气温是否处在巅峰，但
确实是人体感觉最为闷热的时期。

大暑分为三候

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
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这一
时节，天气变得闷热，土地变得潮湿，
常常出现暴风骤雨。有趣的是，此时
枯草上的萤火虫卵化虫而飞，所以古
人误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成的。

在这个时节，伏旱、夏涝、风灾频

繁，很多地区将抢收抢种和抗旱排涝
等纷纷提上日程。“早稻抢日，晚稻抢
时”“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一
年中紧张、艰苦的“双抢”拉开序幕，目
前早稻正大面积收获，各地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

在皖南，早稻开镰收割；在皖北，
玉米、大豆田间除草忙；在湖南常德，
结束早稻收割的农户又开始准备收割
大豆和玉米……

忙碌的身影，只为能够在不久后
的秋天获得丰收。农业农村部总农艺
师、发展规划司司长曾衍德表示，目
前，早稻及秋粮丰收基础较好，大豆油
料扩种成效明显。我国落实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超1500万亩，预计大豆
面积增加较多。

暑意盛·避暑纳凉中取一丝惬意

大暑时节不免湿热难熬，容易心
烦气躁。这一时节，不少地方有喝伏
茶的习俗。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
中草药煮成的茶水，有清凉祛暑的作
用。部分地区的人们还会吃伏姜，助
于驱散寒气和湿气。

在广东，很多地方在大暑时节会
“吃仙草”。仙草又名凉粉草、仙人草，
是重要的药食两用植物资源。茎叶晒
干后可以做成烧仙草，是一种消暑的
甜品。

山东不少地区在大暑这天有“喝
暑羊”（即喝羊肉汤）的习俗。民间认
为喝羊肉汤全身大汗淋漓，可带走五
脏积热，排出体内毒素，有益健康。

暑意盛，“荷花入暮犹愁热”。在
这闷热的时节，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让
自己静心养性。

“夏景厌房栊，促席玩花丛。荷阴
斜合翠，莲影对分红。此时避炎热，清
樽独未空。”一幅夏夜纳凉，席地而卧，
美酒相伴下的惬意赏荷画卷缓缓展开
……古人留下的夏日诗句让人如临其
境，顿觉丝丝清凉。

大暑：荷花入暮犹愁热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23日电 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23日宣布，
目前已在75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的猴
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这是世卫组织当前可以发
布的最高级别公共卫生警报。

谭德塞于21日第二次召集世卫
组织紧急委员会开会讨论多国猴痘疫
情，但委员会当时未能就该疫情是否
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达成共识。但在23日的记者会上，谭
德塞仍决定宣布将猴痘疫情警报提高
至这一最高级别。

谭德塞表示，根据《国际卫生条
例》，在决定疫情是否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需考虑五个
因素。

首先，各国提供的信息显示，猴痘
病毒已迅速蔓延到许多以前从没出现
过病例的国家；其次，《国际卫生条例》
规定的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三项标准，猴痘疫情都已满足；第
三，紧急委员会虽未达成共识，但确定
为总干事的决定提供支撑；第四，有关
猴痘的科学原则、证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目前还不充分，尚存许多未知数；第五，

猴痘对人类健康造成风险，可能形成国
际传播，对国际交通也有潜在干扰。

谭德塞同时补充说，虽然他宣布
猴痘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但“就目前而言，这是一
场集中在男男性行为者，特别是有多
个性伙伴的男性中暴发的疫情”。因
此，可以通过在正确的群体中采取正
确策略来阻止疫情。

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曾于6月首
次就猴痘疫情举行会议，之后向谭德塞
建议暂不将该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据世卫组织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75个国家和地区向该组
织报告超过1.6万例病例，其中5例死
亡。世卫组织当前对疫情的评估是，仅
在欧洲地区属于高风险，此外在全球及
其他所有地区的风险属中等。

猴痘是一种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由
猴痘病毒感染引发。过去数周内，多个
欧美国家报告了多起猴痘病毒集群病
例，其中多数病例为有男男性行为者。
世卫组织说，猴痘病例常多发于西非和
中非地区，而目前多个国家报告的确诊
和疑似病例却没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区
旅行史，这种情况并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