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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脱贫攻坚工作艰苦卓绝，收官之年又遭

遇疫情影响。为了让最后的“锅底人群”与
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全体扶贫干部顶着
世所罕见疫情冲击的巨大压力尽锐出战，将
汗水洒遍每一条沟沟坎坎……一系列战贫
新举措应运而生：

疫情发生后，全国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专
区促进湖北地区农副产品产销对接，全国人
民帮扶湖北热情高涨；

县长直播间“带货”、农民变“网
红”、电商平台打通数字供应链……贫困
地区农产品销量不断攀升，扶贫产业火
热复工；

发往全国各地的“务工包机”“务工专
列”“务工包车”，给贫困群众送去温暖；

……

攻坚克难、不负人民——新征程续写
新辉煌

伟大的脱贫攻坚实践，激荡、传扬着伟
大的脱贫攻坚精神。

云南华坪县，金沙江畔僻处一隅的小
城。来到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人，都会被一
段誓词所感动——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
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
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

写下这誓言的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
张桂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扶贫干部”。
这位 64岁的校长，扎根边疆教育一线 40余
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推
动创建了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至
今已帮助 1800多名女孩考入大学走出大
山，改变了她们的人生和家庭命运。

在没有硝烟的脱贫攻坚战场，到处激荡
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昂扬斗志。

“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重庆市巫山县竹
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为打破世代闭
塞于大山的宿命，带领乡亲们历时7年，在绝
壁上凿出一条出山路；为拔掉穷根，他倾尽15
载光阴，带领村民种植瓜果，发展特色产业。

“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
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
辈人过上好日子。”昔日的承诺，如今已然实
现：下庄村人均年收入从1997年仅有300元
提高到2020年超过1.3万元。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
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
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
重大任务，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更需要攻
坚克难的“精气神”。

“我们要努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龙头作
用，解决好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甘肃

省华池县乔川乡铁角城村第一书记、驻村工
作队队长张建红对推进乡村振兴信心满满。

今年 6月，已经干过一轮驻村扶贫的西
南医科大学副教授夏纪毅再次来到大凉山昭
觉县。过去3年，他带领村民建成高海拔黄芩
种植基地，直接带动近600名贫困人口脱贫。

“未来，我们将在乡村振兴战场上，继续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乡村。”夏纪毅说。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
伟大事业。征途漫漫，精神永恒，初心永
照。伟大脱贫攻坚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
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上下同心，尽锐出战

全国疫情最新形势怎样？“一老一
小”新冠疫苗接种需注意哪些问题？
能否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
例？对于公众关心的这些热点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11日
作出集中回应。

疫情防控重中之重是口岸

“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
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说，12
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及邻近地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
我国口岸点多、线长、面广，给疫情防
控带来困难。同时，新冠病毒可通过
人、物传播以及存在不少无症状感染
者的特点，也为防控增加了难度。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
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
本土小范围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疾

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内蒙古满洲
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
疫情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同时，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疫情病例
的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
起关联疫情。

吴良有说，总体来看，近期国内疫
情呈现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
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情况。疫情发生
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第一时
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内蒙古、云南、江
苏、浙江等省份，会同疫情发生地推动
各项措施落实，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针对“一老一小”人群特点推进接种

全国 3至 11岁儿童、60岁以上老
年人的疫苗接种不断推进，公众非常
关心疫苗的不良反应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
王华庆介绍，根据目前监测结果，3至
11岁儿童和 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不良
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60岁以下成年人

群。其中，一般反应占绝大多数，异常
反应只是一小部分，在异常反应中主
要以过敏性皮疹为主。

“个别出现了过敏性休克等严重
异常反应，但报告发生率在百万分之
一以下，接种疫苗带来的风险比例非
常低，获益和风险的差距非常大。”王
华庆说。

3至 11岁儿童往往还要接种水痘
疫苗、手足口病疫苗等其他疫苗，需要
注意什么事项？

王华庆表示，当前情况下建议优
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在达到规定的
时间间隔后，也要及时接种其他疫
苗。目前要求，除了狂犬病疫苗、破伤
风疫苗以外，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与其
他疫苗间隔14天以上接种。随着研究
结果不断更新，这一时间间隔可能还
会调整缩短。

为监测奥密克戎变异株作好准备

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出现引发全

球关注，我国监测体系对此作了哪些
准备？

吴良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组
织有关单位密切跟踪奥密克戎变异株
突变、传染性、致病性以及对疫苗免疫
效果影响等最新研究，并进行分析研
判。目前来看，奥密克戎变异株不影
响我国现有核酸检测试剂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我国监测体系具备及时发现
该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

吴良有建议，广大公众应继续保持
良好的卫生习惯，坚持科学佩戴口罩、
勤洗手、不聚集等有效的防控措施，共
同抵御新冠病毒变异株带来的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监察
专员郭燕红表示，虽然变异毒株不断
出现，但核酸检测仍是发现新冠病毒
的有效方式。截至目前，已有 30个省
份将核酸检测价格单人单管下降到40
元以下，混检降到10元以下，有效降低
群众核酸检测的负担。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口岸城市疫情防控、“一老一小”新冠疫苗接种、奥密克戎变异株监测……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实现了‘十四五’良
好开局”，12月8日至10日
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高度评价一年来我国经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的 成 绩 。
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深刻总结 2021
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
前经济形势，对2022年经
济工作作出重大部署，为
我们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
开，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
了根本遵循。

今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也必将是载入史册的
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正
式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
程。我们召开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通过百年党史上第三
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
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记
初心使命、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
言，是以史为鉴、开创未
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行动指南。一年来，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交织影响，外部环境更趋
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任务极为繁重艰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强化宏观政策跨
周期调节，着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着力深化改革
开放创新，奋力完成改革发展艰巨任务，党和国家各项
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构
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发展韧
性强、潜力大、动力足的特点持续显现；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加快壮大，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能力
持续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新突破；产业链韧性
得到提升，对外贸易量增质升，结构继续优化，以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成长壮大；改革开放
向纵深推进，着力打通制约供需适配和要素流动的堵
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合作竞争新优势；民生保障
有力有效，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
长基本同步，全年粮食连续 7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
上，喜获“十八连丰”；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统筹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稳健，生态环
境保护取得新成效。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
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勠力同心、艰苦奋斗的结果。
实践再次证明，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
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导地位，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有习近平
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顽强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
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明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一件大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力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
定，我们就一定能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
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实到位，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
前进。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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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3日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凄厉的警
报声将再一次作为整个国家的背景音
长鸣。

祀我国殇，山河无恙！逝者已矣，
生者奋进！

在建党百年之际，举国上下同悼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告慰逝者，更警醒国
人，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不可阻挡。

镜鉴，国弱民必遭欺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负一层展厅内，有一整面墙挂满
了幸存者的照片。每位在世在册幸存
者的照片后，都有一盏灯照亮，当幸存
者离世后，灯光就会熄灭。

2021年，又有 11张“面孔”由明转
暗：杨翠英、蔡丽华、李如富、陈文英、戚
振安、金同和、马继武、徐家庆、黄刘氏、
傅兆增、马秀英……登记在册的在世幸
存者仅剩61人，平均年龄超过90岁。

纪念馆内的“万人坑”遗址前方，还
有另一面墙——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
单墙。1995年初设时，刻有 3000个遇
难者的姓名，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名单
墙艰难延长，迄今已有10665个名字。

常有参观者问，为什么只能找到一
万多个姓名？这也一直是史学研究者

们的心结。《遇难同胞名录》的主要编纂
者、南京大学教授姜良芹告诉记者：

“因搜集范围有限、档案保存不力、不
少家庭惨遭灭门无人申报等，随着时
间流逝，战后对遇难同胞的调查如同
大海捞针。”

国盛则民强，国弱则民孱。84年过
去，经历从覆灭到重生的人们，用鲜活
的人生际遇彰显家国同心的力量。

南京沦陷时，幸存者程福保的父亲
程长河携家带口出城逃难，惨遭日军杀
害，留下孤儿寡母艰难生存。1949年
南京解放后，程福保迎来人生转折，光
荣地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如今，安享
晚年的老人感慨地说：“家和国永远连
在一起，无国哪有家啊。”

和平，命运与共的担当

952件（套）！这是一年来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征集的
文物数量。其中，侵华日军步兵第三十
六联队第十一中队的《阵中日志》、步兵
第三十三联队的《南京附近战斗详报》
等孤本尤为珍贵。

捐赠者是来自日本爱知县圆光寺
住持大东仁先生，2005年以来，他代为
征集和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超
过3000件。

“这批战斗详报都是日军当时、当

天记录的日志，史料价值很高。”大东
仁说，每次遇到大喊“没有南京大屠
杀”的右翼分子，他总会心平气和地
拿出史料，“不逃避、不争吵，靠证据
说话”。

最近，纪念馆耗费一年多时间完成
了一项“大工程”，将2019年至2021年
间积累下的221939条纸质留言进行电
子化和数据分析，结果出人意料——

“和平”一词出现频率远高于“仇恨”。
这22万多条留言中，表达“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的留言高达6.7万多条。
其中还包含了 1564份境外参观者留
言，他们频繁使用“感同身受”等词汇，
表达“反对战争”，祈愿“人类和平”。

“以国之名祭奠死难者的目的不是
要延续仇恨，而是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
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纪念馆馆长张
建军说，经历苦难的南京，有更大的责
任去倡导和平。

奋进，实干方能兴邦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
半，江东门的钟声总是准时响起。每
天首批入场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和
平大钟 13声，寓意牢记 12月13日，勿
忘国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

进入12月，南京市600多所中小学
结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
本》，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了丰富的活动。13日上午，
来自江苏、重庆、云南等8省市的30多
所小学的学生们，还将通过网络云课堂
共上一堂主题班会课，一同诵读《和平
宣言》，一同看国家公祭仪式。

84年前，仅长江边的燕子矶一处就
有约 5万人被屠杀，如今战争硝烟远
去，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在寒风
中静静伫立。11日上午，“不可忘却的
记忆——南京大屠杀史实”阅读寻访行
动在此地举行。

一边看着燕子矶的江景，一边诵读
《南京大屠杀史》的相关节选，历史与现
实在眼前交错。一位参加活动的南京
工程学院学生深有感触地说：“中国人
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
复返了。”

重温昨日的历史耻辱，是为了汲取
今日奋进的动力。

“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更
能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于普通百姓的
重要意义。”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
成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
国人民已经从黑暗走向光明，中华民族
也必将走向伟大复兴。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铭记苦难历史 汲取前行力量
——写在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这是在唐嘎湿地拍摄的斑头雁
（12月11日摄，手机照片）。

唐嘎乡位于拉萨市达孜区东北
部，这里每年冬季都会迎来黑颈鹤、斑
头雁、赤麻鸭等候鸟。这些在此越冬
的“客人”和周边的田园、湿地共同构
成高原冬季美景。

（新华社）

高原湿地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