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奋工作 踏实劳动
———劳动精神述评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勤于劳

动、勇于奋斗，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历
经沧桑而生生不息。 回望百年，在中
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广大劳动者辛
勤劳作 、艰苦奋斗 ，谱写出 “换了人
间”的壮丽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
精辟论述了劳动精神“崇尚劳动、热
爱劳动 、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 ”的内
涵。 我们坚信，在新征程上，劳动精
神必将激励全体劳动者用汗水浇灌
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谱写新的时
代华章。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劳动，通向伟大梦想

陕北南泥湾，延安大生产运动纪
念碑静静矗立。 碑身上，“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八个大字遒劲有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
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大规模“扫荡”，国
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
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财政经
济发生极大困难， 一度陷入没粮、没
油、没纸、没衣、没经费的境地。

危难之际，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力”在何处？在
广大劳动者中！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
黄土高原开展起来———1941 年春 ，
迎着料峭寒风， 三五九旅的战士们
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挺进南泥湾垦
荒。 广大军民以高昂的劳动热情，将
荒无人烟的 “烂泥湾” 变成庄稼遍
地、牛羊成群的“陕北好江南”。

纺一根线、垦一亩荒，边区军民
在逆境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顽强
生存、英勇斗争。毛泽东指出“这是中
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

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根本力量 ，是通向伟大梦想的进步
阶梯。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从烽火连
天的革命年代，到如火如荼的建设岁
月，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长期
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用汗水和智慧奏响 “咱们工人有力
量”的主旋律———

老工人孟泰带领工友献交器
材 、刨开冰雪收集废旧零件 ，硬是
没有花国家一分钱 ，建成鞍钢当时
著名的 “孟泰仓库 ”；产业工人许振
超带领班组练就 “一钩准 ” “一钩
净 ” “无声响操作 ”等绝活 ，多次刷
新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 ；航天科技
“嫦娥 ”团队勇于探索 ，成功研制我
国第一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
一号……一座座丰碑上 ，镌刻着不
同时代劳动者只争朝夕 、 奋力拼
搏、开拓创新的身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是因为
劳动创造， 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
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
天的成就。 ”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
创造”———

劳动，书写精彩人生
这是一双特制的劳保鞋：鞋尖有

钢板，底部有钢钉，鞋底约两厘米厚。
不到两年，鞋底还是被磨平了。 这双
鞋，见证了柴闪闪“闪闪发光”的奋斗
人生。

2004 年， 柴闪闪成为扛包裹的

转运员，每天要扛 3000 多袋包裹。他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靠着过硬的
业务能力和吃苦精神，他成为全国邮
政系统先进个人、上海市优秀青年突
击队员、全国劳动模范，并当选全国
人大代表。

外卖骑手宋增光、“拉面匠”韩木
海买、“小砌匠”邹彬……一个个看似
“开挂”人生的背后，无不洋溢勤于劳
动、勇于奋斗的精神。

一切幸福都源于劳动和创造。回
首奋斗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劳动托起中国
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
上，劳动者以脚踏实地的努力、毫不
懈怠的拼搏，一步一个脚印迈向幸福
新生活———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老
支书毛相林率乡亲们历时 7 年，在绝
壁上凿出一条 8 千米长的 “绝壁天
路”，带领群众摘掉贫困帽，走上致富
路；“人民楷模”、太行山上“新愚公”
李保国扎根太行山 35 年， 用辛勤的
劳动和科研成果把富裕和希望带给
农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根本上靠劳动、靠劳动者创
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劳动开创未来”———

劳动，创新赋能奋斗
0.00068 毫米的加工公差， 意味

着什么？ 这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 1/
125，连数控机床都难以实现。

这不可思议的加工公差出自方
文墨之手。这位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能专家说：
“开始很多人说我不适合干这行，但
我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做到最好。”
凭着追求“最好”的劲头，他不断挑战
打磨精度的边界，让“文墨精度”名震
业内。

一片钢板能够薄到什么程度？太
钢集团不锈钢“手撕钢”创新研发团
队不断给出新答案。

2018 年，在经历 700 多次失败、
攻克 175 个设备难题、452 个工艺难
题后， 这支团队自主研发的 0.02 毫
米“手撕钢”成功面世，有效破解了制
约我国高精尖领域长远发展的材料
难题；去年，团队再次突破极限，轧出
了光如镜 、质地硬 、厚仅 0.015 毫米
的“手撕钢”……

团队技术员廖席说 ： “创新是
什么 ？ 是干别人干不了的 ，挑战不
可能！ ”

劳动者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
无数像方文墨、太钢集团创新研发团
队这样的劳动者及团队， 以争创一
流、勇攀高峰之志，赋予劳动精神丰
富的时代内涵。

在 2020 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
出 “努力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 的号
召，强调“要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
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
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为新时代
劳动者指明了奋斗方向。

劳动开创未来， 奋斗成就梦想。
如今，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梦想与
希望扬帆启航，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广大劳动者必将继续发
扬伟大劳动精神，使出“一个汗珠摔
八瓣”的干劲，以奋斗为笔、用汗水作
墨，挥毫绘就美好生活新画卷。

新华社记者 周圆
（新华社北京电）

·共和国功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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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名字，回荡在金色的田野上
这是丰收的季节。 人们再次在稻花香

里说丰年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为每一年
的岁稔年丰付出了一生的努力。

他们将仓廪实、 稻禾香的梦想写在大
地上；他们在摆脱贫困、奔向富裕的“长征
路”上走了一辈子；他们在热爱的土地上，
洒下了汗水、刻下了足迹、奉献了一生……

他们是袁隆平、申纪兰、黄文秀等“共
和国勋章 ”和功勋荣誉获得者 ，是为丰衣
足食、人民小康不断奋斗的代言人。

一稻济天下，满眼稻金黄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遭遇粮食和副食

品短缺危机。 “没有粮食吃，什么事干不出
来，所以我决定从事水稻的研究。 ”自有这
个想法开始，水稻就伴随了“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袁隆平的一生。

从萌发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到发表
论文首次向世界宣告“水稻的雄性不育在
自然界中是存在的”；从 3000 多个杂交组
合试验不尽人意，到成功实现杂交水稻的
三系配套……

这一路艰难求索，袁隆平走得并不顺
畅———质疑、失败 、挫折，如家常便饭 ；误
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尽管如此，他仍数十年如一日下田仔细
照看他的“宝贝”，遇上雨天更要赤膊抢救。
一次次苦心经营、历经失败，终于取得突破。

2019 年 10 月 22 日，第三代杂交水稻
在湖南首次公开测产后组织观摩、 评议，
这被他看作突破亩产 1200 公斤“天花板”
的关键。

虽然测产结果是亩产 1046.3 公斤，但

他信心满满———“第三代杂交水稻的潜力
很大，优势很强 ，如果配合好一点的栽培
技术，1200 公斤完全没问题！ ”

他也感到时不我待 ：“今后我更没有
时间变老了！ ”

尽管当时已年近九旬，袁隆平起床后
的第一件事 ，常常不是洗脸 、刷牙 、吃早
饭，而是下田。 2019 年 9 月 17 日，袁隆平
被授予“共和国勋章”的当天，他还在田里
查看杂交水稻生长情况。 一年多后，即使
已到病危之际，他仍关心着稻子长势。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 ，更要做太平洋

的海鸥。 ”正值收获的季节，满眼稻金黄，
这位用毕生努力发展杂交水稻的追梦人，
用一颗稻种，填满了天下粮仓。

离不开劳动，离不开群众
寒来暑往， 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

曾有一位老人常年将自己地里的玉米侍
弄得高大壮实。 一挥一锄，她干得细致、卖
力，直到 90 岁高龄。

她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 她
“种地和做人一样， 人哄地皮， 地皮哄肚
皮”的名言在村里人尽皆知。 她一生热爱
劳动，也积极为劳动者谋利益。

“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无土光石
头，谁干也发愁。 ”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沟
村十年九旱，秃岭荒山。“留不住山上的树，
就守不住沟里的地。”年轻的申纪兰在西沟
四周的山山岭岭上摸爬滚打、艰难种树。

凭着 “能活一棵 ，就不愁一坡 ”的坚
韧，几十年来 ，申纪兰和几代西沟人在四

周荒山上栽了阴坡栽阳坡，不仅让荒山披
上了绿装，桃树、杏树、连翘 、沙棘生机勃
勃，还要让农民有奔头、能致富。 这位从土
地上干出来的劳模又马不停蹄带领村民
们学习办企业，构建村里的经济支柱。

几十年来，申纪兰从不惧怕挑战和变
化，始终紧跟时代 ，希望将热爱的土地变
成更好的样子。 这位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的议案、 建议一直聚焦农村、
农民———从“村村都要通水泥路”到“修建
公路不能侵占耕地”，从“搞好山区水利建
设”到“老区如何致富”，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到“提高农村教育质量”……

“我是农民代表 ，只有生活在农民中
间，才能更了解农民疾苦。 ”一份份来自农
村大地、不断被采纳兑现的议案、建议，写
满了为民情怀与农民本色。

铭刻的足迹，心中的长征
9 月的广西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田

里的稻谷已经成熟，处处是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 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生前
战斗过的地方。2018 年 3 月，不满 30 岁的
黄文秀主动请缨来到这个深度贫困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

初到村里， 困难比她想象中要大：全
村 472 户中有 195 户贫困户，11 个自然屯
很分散， 好几个屯距村部都在 10 公里以
上 。 望着眼前这张大学生模样的年轻面
孔，一些村民并不愿意多聊……

但这些都没有阻挡黄文秀开始自己
“心中的长征”。 她迅速调整工作方法，走
访贫困户家不再直接问东问西，而是主动

帮他们扫院子、种油茶、摘砂糖橘，一边干
活一边聊家常。

驻村两个月，她走遍全村 195 户贫困
户，并绘制了百坭村 “民情地图 ”，标注上
贫困户家庭信息。

白天挨家挨户走访，晚上研究脱贫对
策， 制定工作方案推进……2019 年 3 月
26 日，黄文秀驻村满一年，汽车行驶里程
约 2.5 万公里， 当天她发了一条微信朋友
圈：“我心中的长征。 ”

“我的方言进步了 ，可以和贫困户用
桂柳话交流了”“每天都很辛苦，但心里很
快乐 ”……在扶贫日记里 ，这位年轻赤诚
的姑娘用心记录下工作的点点滴滴。

驻村期间，她带着村民们发展壮大砂
糖橘、油茶等特色产业。 而今，脱贫后的百
坭村乡村面貌日新月异，水泥路通达各个
屯，许多村民都住上了楼房。 在百布屯，澳
洲龙虾养殖基地养了上万尾虾苗，附近的
20 多亩百香果已经挂果。

今年 6 月 29 日 ， 黄文秀成为 29 名
“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文
秀只是 1800 多位牺牲在脱贫攻坚战场的
英雄中的一个。 ”姐姐黄爱娟抚摸着沉甸
甸的勋章说，“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
贡献了光和热。 ”

作为从大山里走出的贫困学子，信念
的种子很早就在黄文秀心里种下。 就读大
学时，她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一个人要
活得有意义 ，生存得有价值 ，就不能光为
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 、为民
族、为社会作出贡献。 ”

今天 ，在百坭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返乡投身到乡村振兴中。 虽然黄文秀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但她用踏实足
迹谱写的青春之歌 ，将被铭刻于心 、永留
山乡。

新华社记者 黄垚 周勉 许雄 徐海涛
（新华社北京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发式
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在加德满都举行

新华社加德满都 9 月 23 日电 《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版首发式
和第三卷英文版推介会 ，23 日在尼泊尔
首都加德满都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 、尼泊尔总统府 、中国外文
局、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共同主办。

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
发表视频致辞 。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艳
琪、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巴特拉
伊等各界人士参加了当天活动。

班达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在国家治
理和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功，受到了世界的普遍关注。 今天我们举
办《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尼文版首
发式活动，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会了解中国近十年取得的奇迹般的发展
成绩 ，了解习近平主席的思想理论 、政治
观点、政策方针及其成功的实践。 中国在
脱贫攻坚和良治方面的丰富经验也为包
括尼泊尔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
借鉴。

黄坤明在致辞中表示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为中外读者认识把握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文
献。这一思想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实现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行动纲领，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引，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
慧。 我们将以这次活动为契机，深入贯彻
中尼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

人文交流 、促进传统友好 ，为建设中尼面
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作出积极贡献。

活动现场 ，班达里为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二卷尼泊尔文版新书揭幕 ，侯艳
琪代表中方向尼方嘉宾赠送了第二卷尼
泊尔文版和第三卷英文版图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尼泊尔文
版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尼泊尔中国研究中
心共同翻译出版。 截至目前，《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第二卷已翻译出版13个语种。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中方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 12亿剂新冠疫苗和原液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记者 孙
楠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3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国已经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12 亿
剂新冠疫苗和原液。

据报道 ，近日 ，中国援助的新冠疫
苗分别抵达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肯
尼亚等非洲国家，柬埔寨 、古巴等国也
收到了中国的医疗物资。

赵立坚说 ，截至目前 ，中国已经向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 12 亿
剂新冠疫苗和原液，向 150 多个国家和
14 个国际组织提供了抗疫物资援助。中
方也积极支持联合国各机构为抗击疫
情发挥应有作用。

赵立坚表示，这既是中国同世界各
国友好关系和深厚情谊的有力见证，也
是我们同各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真
实写照。 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中
方援助的疫苗和物资如同“及时雨”，为

各国抗击疫情、保护人民身体健康起到
了积极重要作用。

他说，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指出 ，要把疫
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确保发展中国家
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当务之急是要在
全球范围内公平合理分配疫苗。 中国将
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疫苗， 在向
“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捐赠 1 亿美元基
础上， 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 1
亿剂疫苗。

“只要新冠肺炎疫情一天不结束，中
方开展抗疫国际合作的步伐就不会停
歇，我们的努力和贡献就会继续。 ”赵立
坚说，中方将尽己所能 ，推进疫苗在发
展中国家的公平可及，也呼吁有能力的
国家尽快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帮助广大
发展中国家获取疫苗和必需的抗疫物
资，为全球早日战胜疫情 ，实现经济复
苏贡献力量。

聚力打造“一极四区” 加快皖北全面振兴
(上接 1 版)

“四化”协调同步，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动力源

位于蒙城县的精益诚食品有限公司是一
家集农产品种植、加工、贸易和研发于一体的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近年来 ， 该公司与厦
门、深圳等地的研究机构合作，构建食品安全
全程追溯体系，在蒙城县发展规模化、标准化
等出口蔬菜原料种植基地， 以自营基地带动
农户协作种植的模式， 促进周边农户持续稳
定增收。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充
分发挥皖北、苏北粮食主产区综合优势 ，实施
现代农业提升工程，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供应基地。 皖北地区立足本地特色优势
农副产品种植加工优势，大力支持一批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
绿色蔬菜产业链，正在加快建成上海乃至长三
角地区的优质“米袋子”“菜园子”“果盘子”。

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是新阶段皖北全面振
兴的重要路径。 建设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
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是国家
战略赋予皖北的重任，更是推进皖北“四化同

步”发展的重要引爆点。
皖北地区在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 、 农业

产业化进程中，坚持推进产业集群化 、集群园
区化 、园区社区化 、社区城镇化 ，坚持以工业
互联网、 农业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新兴产业 、 促进三产融
合，引领和支撑皖北地区工业化 、城镇化持续
提升 。 “十三五 ”期间 ，皖北地区城镇化率从
42.2%提高到 47.8% 、 年均提高 1.1 个百分
点 ，高于全省 0.12 个百分点 。 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值年均增长 20.3%， 高于全省 3 个百分
点。煤电一体化等特色优势产业增势良好，现
代农业发展加快，粮食产量占全省达 66%，长
三角“大粮仓”和能源保供稳供“大后方”作用
更加凸显。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持续大力推进皖北
“四化同步”发展，加快推进皖北重大新兴产业
基地建设， 积极争创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
区，加大提升皖北中心城市能级 ，提升县城建
设现代化水平，努力支撑皖北经济增长能够较
大幅度高于全省，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力源。

开放引领赋能，闯出以市场聚
合资本资源新路子

光刻胶是半导体产业、新型显示产业等领
域广泛应用的关键材料。 位于阜阳合肥现代
产业园区的阜阳欣奕华材料科技公司研制投
产的国内第一条彩色光刻胶生产线 ， 去年在
显示光刻胶领域的出货量突破 1000 吨 ，居国
内领先地位， 目前开始布局半导体光刻胶业
务，积极进行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争当光刻胶
产业的排头兵， 增强半导体和新型显示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

在创新中承接，在承接中创新。 阜阳合肥
现代产业园区作为我省大力推进的南北合作
共建园区 ，坚持创新驱动 、项目带动 、开放合
作 ，着力引进培育更多成长性好 、附加值高 、
绿色生态的新兴产业，目前园区落户企业 264
家 ，规上工业企业 33 家 ，其中包括 7 家高新
技术企业， 为皖北地区探索了一条坚持开放
引领、 广泛汇聚优质要素资源的高质量发展
新路子。

加快新阶段皖北全面振兴步伐，改革开放

是关键一招。 随着安徽自贸试验区扬帆启航，
皖北地区拥有安徽自贸试验区蚌埠片区这个
高能级开放平台， 更加突出开放引领赋能，以
开放倒逼改革促进创新，持续深化投资 、金融
等领域开放创新，推进建设自贸试验区联动创
新区、带动辐射区，形成带动沿淮、辐射皖北的
发展态势。 突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核心功
能，最大程度压缩企业开办时限 ，提升政务服
务“一网集成”办理，创设产业协同创新资金 ，
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成果落实落地，推动皖北地
区对接国内外先进标准， 大力营造法治化、透
明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强化开放意识，突出开放引领 ，皖北地区
正在闯出一条以市场聚合资本资源的新路子。
安徽自贸试验区蚌埠片区，挂牌以来新增注册
企业已经超过 1000 家，同比增长 94.5%；签约
入驻项目 76 个，协议引资额达到 640.82 亿元。
今年上半年， 皖北地区省外投资超过 10 亿元
以上项目同比增长 65.7%， 这一增速高于全省
40.3 个百分点。

让广大市场主体近者悦 、远者来 ，皖北地
区正在加快形成良好的发展“磁场”，加快新阶
段皖北全面振兴，建设高质量现代化的 “一极
四区”。

8月份经济运行数据公布
(上接 1 版)

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恢复。 1 月至 8 月，全省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 10.9%，比全国高 2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
长 6.2%， 比全国高 2.2 个百分点。 其中， 民间投资增长
10.9%，两年平均增长 3.2%。 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3.9%，
高于全部投资 3 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
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10.8%和 24.9%。

消费和进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 8 月份消
费增长有所放缓， 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475.7 亿
元，同比增长 6.4%、比全国高 5.9 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
7.2%，比全国高 4.8 个百分点。 但对外贸易呈现加快增长
态势，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 8 月份，全省月度进出口总
额首次超过 600 亿元，达 614.4 亿元，同比增长 21%，比上
月加快 15.8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2.1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
362.7 亿元，增长 17.5%，比上月加快 17.2 个百分点、比全
国高 1.8 个百分点； 进口 251.7 亿元， 增长 26.6%， 加快
13.4 个百分点、比全国高 3.5 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表示，8 月全省经济增势放缓， 持续向好的
基础有待进一步巩固。 全省上下须积极应变，着力解决市
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加快新项目落地、新产能投产，持
续优化发展环境，培育更多新增长点，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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