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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甘肃定西市安定区青岚山
乡的一个山村，曾被联合国官员认定

“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如今大坪早已脱贫，人均纯收入

近 8000 元。”在青岚山乡党委书记高
强带领下，记者沿着上山的柏油路，左
一拐、右一拐，目所能及处，树绿草青
果累累，一层层梯田一直铺延到山顶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大坪人
让山窝窝换了模样。

立志修梯田，唤醒沉睡的黄土地
年近耄耋的马政老汉，忘不了当

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圪梁梁上的榆树
刚一生芽，就被人捋光，甚至连树皮也
被剥走。晒干后，放在石磨上推，磨出
了面，人们就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塞。

陡坡地，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
田”，“种了一坡，收了一车，打了一斗，
煮了一锅”。

定西是个苦地方，而大坪更是贫
中之贫、困中之困。84岁的冉桂英老
人，上世纪60年代是大坪村生产队队
长，她曾立下誓言：“咱们修梯田，干出
一个新大坪！”

为抢春种时间，党员干部带头

干。时值寒冬，土地封冻。全队40多
个劳动力，摸黑起早，顶着朔风下地。
头把震断了，赶紧换；虎口震裂了，
布条一缠接着干。汗水浸透了棉袄，
回家才发现，冻得硬邦邦，脱都费劲。

铁锹洋镐，背扛肩挑。那年开春，
大坪人整修出了两亩多梯田。“立竿见
影，产量翻番。”当年的“铁姑娘”，如今
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秀老人说，梯
田能保墒、肥力好，“种的洋芋个头大，
亩产1400多斤，比山坡坡上足足高出
六七百斤。”

一鼓作气，战天斗地，一辈接着一
辈干。进入新世纪前，大坪人愣是把
一片片“三跑田”修得平平整整。“打这
开始，逢年过节，白面顿顿能上桌。”大
坪村党支部书记康耀伟说。

推广新技术，好了生态鼓了钱袋
四山环抱的大坪，有限的土地极

度地发挥了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
高。想从地里多刨出一分钱，只能垦
荒种田，但是投资大、收入少，还导致
水土严重流失。

高强挨家挨户讲政策：“退耕还林
还草，每亩补贴 160 元。”切身感受到

越垦越穷的乡亲们，终于放下了锄头。
“山顶种树戴帽子，山腰兴修梯田

系带子，山底打坝蓄水穿鞋子。”大坪
村开始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

截至目前，大坪村累计完成人工
造林2920亩、种草1600亩，林草覆盖
率达 68.2%；修筑谷坊 110 道、塘坝 5
座，治理流域面积3600亩。

有效遏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村里
大力推广科学种田，积极推广黑地膜
覆盖种植技术，调整种植结构。而以
大坪命名的优质马铃薯品种“新大
坪”，也从试验田繁育了出来。

“村里都用白地膜，可乡里来的技
术员说，黑地膜保墒好，还能压杂草。”
村民冉继萍说，面对新技术和新品种，
大伙儿心里都没底。最后，架不住上
门游说，她将信将疑，当了第一批“吃
螃蟹”的人。

等到秋收，冉继萍瞪大了眼——
马铃薯亩产达 3000 斤。收获的日子
全家出动，天刚亮就下地，一架子车接
一架子车往外拉。

“看着厚厚一沓钱，就像是做梦。”
冉继萍说，靠着种马铃薯，她供出来4
个大学生，“不仅没借过钱，还有了一
点积蓄。”

“我们繁育出的优质马铃薯品种
‘新大坪’，让乡亲们的产量提高了不
少。”康耀伟说，2006年大坪村人均纯
收入将近3000元，终于摘掉了穷帽子。

建成合作社，山乡注入新活力
一根扁担两只桶，摸黑就出门，到

了才发现，甜水泉边站满了人。这是
2014年春上，大坪村等水的“盛况”。

2013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引洮供水工程时嘱托，把这项惠及甘
肃几百万人民群众的圆梦工程、民生
工程切实搞好，让老百姓早日喝上干
净甘甜的洮河水。2014年底，引洮供
水一期工程正式竣工，清冽的洮河水
流进旱塬山乡。

村民蒋海程，养着 2000 只蛋鸡，
通水前每天开车进城买水。“就算大雪
封山，给车子挂上防滑链，拿上铁锨，
一路走一路铲，也要把水拉回家。”蒋
海程说，一车水500元，只够20天，一
年下来近1万元，“自打通了水，水费
一年800元，比从前节省9000多元。”

康耀伟寻思，村里距定西市只有
5公里山路，修通柏油路后，开车只要
十几分钟，水的问题解决了，发展大棚
蔬菜有前景。

村里与对口帮扶的金川公司达成
协议，流转撂荒地 60 多亩，建成日光
温室和塑料大棚40多座，用的都是节
水灌溉。村民连清承包了3个塑料大
棚。“一个大棚一年种一茬黄瓜、一茬
绿叶菜。”连清掰着指头说，“年收入5
万多元哩。”

“乡里又引进了定西亿邦农牧农
民专业合作社。”高强说，他们争取到
区财政70万元资金，作为村集体资金
入股，联手打造特色休闲农业示范园
区，“合作社盘活了撂荒地，老百姓收
租受益，一举两得。”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大坪村——

山窝窝蹚出脱贫路
董洪亮 王锦涛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推动事业发
展的重要经验。深入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要推动
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
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真
正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通过下苦功夫、真功
夫、细功夫，不断积累、不懈坚持，真
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学习要下苦功夫。学习需要聚
精会神、宁静致远，拂去心头杂念、
安守精神家园，沉下心来通读苦
读。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
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做到自
觉学习、主动学习、终身学习。学习
不是贴“标签”，要力戒形式主义、速
成主义，不能总想着“一口吃成胖
子”。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学有
所悟、学有所得。精研文本是开展
理论学习和提升理论境界的重要途
径，文本的背后是思想观点、逻辑脉
络和行文旨趣，呈现的是思想魅力、
文化魅力。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
就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通过
逐字逐句，反复研习，既要宏观把
握、又要微观剖析，既要横向比较，
又要纵向贯通，既要明晰全面，又要
把握重点，寻求心灵的共鸣和思想
的共振。

学习要下真功夫。理论学习不
仅要重视文本，也要回到现实，让理
论与现实相互激荡。理论学习不能
纸上谈兵，也不能坐而论道，最终要
把学习成效切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
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一

方面，要解决真难题，瞄准问题、对
准症结，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
神，把问题找实、把根源挖深，拿出
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另一方面，
要投入真感情。为什么有人能在墨
水中品尝出“真理的味道”？就是在
理论学习中投入了感情，深刻体会
到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理解了共产党
人以身许党、舍身为国的高尚情怀，
激发了共产党人的自豪感、使命感、
责任感。

学习要下细功夫。理论学习不
仅要继承发扬我们党优良的学习传
统、学习方法和学习作风，还要结合
时代发展、技术进步，善于把握形
势、更新观念、改变方法，用一些细
功夫帮助提升学习质量。比如要历
史地、联系地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之
精髓要义、时代特征，正确地、客观
地体会其中蕴含的立场和观点。再
比如要善于取长补短，打开学习的

“围墙”，破除思想的“藩篱”，汲取他
人的智慧。既要向先进榜样“对标
找差”，在寻找差距中进步，在相互
切磋中提高，也要向广大群众“拜师
取经”，到田间、街巷、车间去，向群
众问道、向百姓求教。又比如保持
与时俱进，充分把握互联网信息革
命的契机，活用、巧用先进技术，营
造同时学习、随时交流、及时反馈的
学习氛围，有效运用有声书、微视
频、动漫、H5等产品，创造性转化学
习内容，使学习形式变得更加生动、
立体、多元，让学习过程变得更加有
声有色、有滋有味。

（作者为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基地研究员）

（上接第一版A）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
事、推动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上展
现新的作为。

中国外文局负责人和专家、青年
职工、外籍员工代表发言。

中国外文局前身是成立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

署国际新闻局。经过 70 年发展，目
前中国外文局在 14 个国家和地区设
有 26 家驻外机构，每年以 40 余种文
字出版 4000 余种图书、以 13 个文种
编辑 34 本期刊，书刊发行到世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网络受众遍及世界
各地。

（上接第一版B）以真脱贫脱真贫的有
力举措，认真查漏补缺，全力破解难
题。要抓好问题整改与乡村振兴、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增收、小康村建
设等的统筹衔接，加强督导检查，完善
长效机制，防止就事论事，防止问题留
死角。

刘志强要求，要提前谋划，精心组
织，落实份内之责，做好力量准备、工
作准备、迎巡准备，收集整理准确完整
的佐证材料，完善所有问题整改台账
和档案，实事求是、准确无误提供材料
和数据，确保顺利通过中央巡视“回头
看”。

（上接第一版C）上世纪 60 年代，浙
江绍兴枫桥镇开创了“发动和依靠
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
其深刻影响延续至今；在现代城市
生活的“西城大妈”“朝阳群众”等
群防群治力量，让人感受到“远亲
不如近邻”的温暖，也让不法分子
无处藏身；互联网时代，面对用户
信息安全与信息分享之间的内在
张力，监管部门以“审慎包容”确立
了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监管原则
……广袤中国的生动实践说明，在
社会治理中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能
有效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风险和
挑战。

安全的最终目标是要作用于人
心。真正的安全感，意味着能够“心
安”。从把公平正义体现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每一次执法中，到让法治
成为全社会的信仰；从初步建立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到
加大基础教育投入、深化职业教育
改革；从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到打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一系列举措在老百姓心中建立
起对明天的稳定预期，也打开了关于

未来的无限可能，由此获得的踏实、
心安与希望，正是安全感的核心要义
所在。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居家更
安心、出行更放心、生活更舒心……
今天的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不仅有
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图景，更有一
以贯之的平安祥和稳定，“平安中
国”已经成为一张亮丽的国家名
片。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
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
本的发展环境。直抵人心的安全
感，不仅是每个人逐梦奋斗的物质
和心理基础，也正在塑造着每个人
的精神气质，沉淀为中国人自信、包
容、沉着的气质与胸怀，让越来越多
人在奋斗追梦的路上心态更从容、
步伐更坚定。

对中国人来说，“平安”代表着
安宁的居所、安康的生活、安全的环
境、安定的社会，更意味着充满内心
的安全感。正是这样的安全感，成
就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定、
自信与沉着。充实全社会的安全
感，让每个人都能安心奋斗、全力追
梦，亿万人前行的步伐就一定能汇
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激昂的乐
章。

以“三个功夫”提升学习效果
徐川

如意门楼下，随处可见园林小
景；硬山墙旁，现代化厨卫舒适方便
……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以雨
儿、帽儿、蓑衣等胡同为试点，探索
老城复兴新路径。在保证结构安
全的前提下，利用老房拆下来的
檩、柱、椽、瓦等构件对局部进行修

缮，让修缮后的建筑保留历史原貌。
这正是：
胡同深深古意浓，
青砖灰瓦历时空。
修旧如旧存乡愁，
文化根脉驻心中。

勾犇 图 周南 文

真改实改 推动脱贫攻坚
问题全面彻底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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