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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近期迎来持续高温天气，贵州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顶着烈日在
奥体中心体育场加紧训练，为参加即将在我市举行的贵州省第五届学生运动会
作准备。

图为7月4日训练现场。 娄山春 摄 （遵义图库发）

“自从去年登上了央视《你好生
活》栏目，我们村的‘梧桐山’乡村旅
游品牌的知名度更高了，同时也对
项目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6月30
日，习水县大坡镇田坝村乡村振兴
驻村第一书记王建平说，今年实施

“书记项目”后，该镇乡村旅游各项
工作的衔接和推进更顺畅了。

今年以来，习水县积极探索实
施基层党建“书记项目”，旨在通过

“书记项目”实施，落实乡（镇、街道）
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第一
责任人职责，充分发挥书记抓党建
的示范带动效应，精准谋划项目，发
挥“党建+”融合作用。

乡村民宿产业作为大坡镇的
“书记项目”，该镇党委书记亲自抓
工作落实，通过党建引领，从基层治
理、服务管理、培育人才方面发力，
赋能该镇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此
外，大坡镇还成立乡村旅游、社会治
理、环境保护三支行动党小组，设置
党员示范岗、志愿者服务岗，划分党
员责任区，为游客和群众提供党员
志愿者服务。

习水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书记项目”内容丰富，围绕
乡村振兴，涵盖产业发展、队伍建
设、乡村治理等课题。做好“书记项
目”关键是要因地制宜选题立项，重

点从“五面红旗村（社区）”创树、“双
培养”工程、党建工作制度创新、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等问题着手，解决推进乡村
振兴过程中的各类“疑难杂症”，从

“小切口”导入，精细化服务实施，不
搞面面俱到。

寨坝镇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作
为“书记项目”的选题立项。寨坝镇
党委书记周光亮告诉记者，寨坝镇
成立了贵州箐城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通过党建引领、政企合作，推动
产业发展，有效盘活农村资源。今
年上半年，贵州箐城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给全镇村级集体经济分红净利

润逾60万元，该公司年度营业额预
计达1000万元以上。

“书记项目”从选题立项、项目
审核、制定方案、推动实施，再到总
结验收，坚持全程跟踪、从严考评，
由县委组织部定期调研督导，给乡
（镇、街道）基层党委书记压责任，推
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履职尽责。

截至目前，该县26个乡（镇、街
道）先后实施“书记项目”26个，通
过发挥党建示范带动效应，打造基
层党建示范点20个，完成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村20个、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点10个。

（记者 陆邱珊 刘伊霜）

习水：做实“书记项目”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吕欣）记者
日前从市司法局获悉，近日，市法
律援助中心有5个案例入选司法
部法律援助典型案例，这是近年来
我市入选典型案例最多的一次。

据了解，这次入选的案例是
赤水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工人刘某
某工伤待遇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案，湄潭县法律援助中心对老年
人刘某某赡养纠纷提供法律援助
案，湄潭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村民
陈某某土地使用、通行纠纷提供
法律援助案，湄潭县法律援助中
心为潘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
罪提供法律援助案，务川自治县

法律援助中心对未成年人陈某某
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提供法律援
助案。

近年来，市法律援助中心坚
持服务民生，狠抓法律援助工作，
各项任务指标稳步推进，为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贡献了力量。

全市法律援助机构将继续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法律援助工
作实践中不断总结提炼优秀典型
案例，以指导推进我市法律援助
案件质量持续提升，积极宣传推
介我市法律援助工作经验和成
效，助推我市法律援助工作高质
量发展。

我市5个案例入选
司法部法律援助典型案例

（上接一版）
“一国两制”的根和本，在“一国”。根深

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习近平主席曾经
深刻指出：“对香港来说，应该关心的不是

‘一国两制’方针会不会变的问题，而是怎样
全面准确把‘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好。”

落实“爱国者治港”，摆在了今天香港治
理的重要位置。

“把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牢牢掌握在
爱国者手中，这是保证香港长治久安的必然
要求，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习近平主席语
气铿锵。

“这个早上，我有了新的使命。”李家超
在这一天发出他的第一条微博。

庆祝大会上，在习近平主席的监誓下，
他举起右手庄严宣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庆祝大会之后，习近平主席会见李家超
时，亲切地对他说，无论“一国两制”实践还
是香港发展都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
将全力支持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
法施政。我们对你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
府充满信心，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
6月 30日，习近平主席同林郑月娥、李

家超道别时，时间已晚。殷殷嘱托，拳拳之
心，尽显其中。

在港期间，习近平主席专门抽出时间，
前往驻香港部队中环营区，叮嘱驻香港部队
官兵代表：“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
期，驻香港部队任务繁重、责任重大。”

云收雨住，一缕阳光洒向海面。东方之
珠浪漫依然，活力之都更胜往昔，“一国两
制”伟大实践阔步向前，这片土地上人们的
脚步也更加坚定从容。

奋斗中的香港变迁：5.6万平方公里大
湾区的香港，96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香
港

位于新界沙田白石角吐露港沿岸的香
港科技园，讲述着香港的拼搏奋斗。6月30
日傍晚时分，习近平主席走进这里。

85岁的陈清泉院士，是位赫赫有名的
电动车专家。站在习近平主席面前，他谈起
科技创新的只争朝夕：“我是分秒必争啊！”

恰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香港作为国际
大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

见到 2017年给他写信的这些院士们，
习近平主席对当时收到来信的感受记忆犹

新：“字里行间，充满着一种科技报国的激情
和创业的热情，看了以后很受感染。我就要
求国家有关部门关注、支持香港科技事业的
发展。”

这件事，他放在了心上。
“之后也过问了几次。这次我来之前问

了有关方面，他们说当时你们信里提到的一
些问题，现在很多都得到了解决。内地和香
港的合作一直在深化。”

科技创新，香港赢得未来的关键，也
同国家正在实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
度契合。

很多人在谈到 2017年习近平主席香港
之行时，常会引用他的那句粤语俗语“苏州
过后无艇搭”，勉励香港抓住机遇。

习近平主席曾经这样比喻，“科技创新，
就像撬动地球的杠杆，总能创造令人意想不
到的奇迹。”

在对院士来信作出的重要指示中，习近平
主席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
中心。此后，国家将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
科中心纳入“十四五”规划。他如此解释
背后的考量：“这样香港才能更强、更高，
这样的发展更有内涵。这次看了之后心
里有底了。”

资金过河，机构过河，人才过河……丰
硕的科技创新成果背后，一个地区成为关
键——粤港澳大湾区。

2017年 7月 1日上午，《深化粤港澳合
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
署，习近平主席出席签署仪式。

这一历史时刻，随着时间磨砺更能显现
出之于时代的深远意义。“大湾区是在一个
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
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要大胆闯、
大胆试，开出一条新路来。”习近平主席对这
片沃土寄予厚望。

这片土地没有辜负希望，“大湾区速度”
成为“深圳速度”之后另一个催人奋进的词
汇。港珠澳大桥开通，天堑变通途；填海兴
建的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竣工，续写着香
港航运的辉煌。习近平主席在广东考察时，
时常提及港澳；到了港澳视察，广东又成为
一个高频词。这方热土，正逐渐变成一个动
能澎湃、万象更新的宝地。

世界级的大湾区雏形初见。2021年创
造出令人惊叹的 12.6万亿元的经济总量。
如何做好这篇大文章？

此行香港，对大湾区建设，习近平主席

饱含期待：“在全国的几大区域建设中，这个
地方是前景可观、不可限量、潜力无限的。
因为这里的国际化程度高，辐射力、吸引力
巨大，同时和珠三角珠联璧合连在了一起。”

港珠澳大桥，这座世界最长跨海大桥，
烟波浩渺之上的壮观，靠的是资金、技术、人
才的支撑。当年在广东考察时，习近平主席
称之为“圆梦桥、同心桥、自信桥、复兴桥”。

2017年在香港，习近平主席动情讲述
了“相信国家”的力量：

“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香港抵御
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探索
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
空间的机遇所在。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此行沿途，“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
港更好”的横幅随处可见，已然深入人心。

7月 1日上午的庆祝大会，习近平主席
说了这样一段话：“回归祖国后，香港在国家
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做
弄潮儿，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
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
稳快速发展的奇迹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
献。”

几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会见香港、澳门
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 40周年访问团时，
对香港同胞的贡献如数家珍。

“国家改革开放之初，港澳同胞率先响
应，踊跃北上投资兴业，创造了许多‘全国第
一’，如内地第一家合资企业、第一条合资高
速公路、第一家外资银行分行、第一家五星
级合资饭店等。”

时光回到2012年12月，首次离京考察，
第一站深圳。在莲花山公园，有香港记者
问，“习总书记，有没有话要对香港同胞讲？”
他坚定有力地回答：“香港一定会繁荣昌盛
的。”

风从海上来，潮涌大湾区。国家全面开
放、国家发展大局、国家治理实践……无不
涌动着大有可为的无限机遇。习近平主席
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从全局高度为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擘画蓝图：

“对香港、澳门来说，‘一国两制’是最大
的优势，国家改革开放是最大的舞台，共建

‘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
实施是新的重大机遇。”

故事里的家国情怀：最坚强的后盾，最
温暖的祖国

7月 1日上午的庆祝大会，习近平主席

在讲话中谈到了“切实排解民生忧难”的话
题：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
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我说过，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
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
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
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
的照顾更好一些。”

2008年夏天，习近平同志在香港期间
专门抽出时间深入社区。“我们都很关心香港
居民的生活，所以到你家里来看看。”在市民余
杜胜家，工资福利、小区治安、物价上涨……
话题广泛而深入。也是在这次香港之行，
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今后，只要是对香港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有利的事情，中央政府
都会继续积极予以支持。”

一路走来，香港市民的冷暖，牵动着北
京的目光。在多次同香港特首会见时，习近平
主席言谈间将民生改善情况作为工作成效
的重要判断之一。2017年在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他强调：“要以人为
本、纾困解难，着力解决市民关注的经济民
生方面的突出问题，切实提高民众获得感和
幸福感”。

此次香港之行，习近平主席对新一届特
别行政区政府殷殷嘱托：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一届特别行
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
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
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
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
民，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
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这席话，李家超和他的团队记在了心
里。庆祝大会结束后的会见中，李家超感谢
习近平主席和中央政府的信任。“我深知责
任重大，将全力以赴，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
扎实工作，展现施政新气象，谱写发展新篇
章，请习主席放心。”

香港当前遭遇的一大民生难题是新冠
肺炎疫情。

今年年初，香港第五波疫情暴发。关键
时刻，中央政府全力支援。林郑月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感慨：“来得很急，我就打了一个
报告，中央真的是马上安排了对接。”

“难还是难，但是我记得习主席说的，
‘不要怕，坚定信心，难是可以解决的’。每
年述职见面的时候，他都有同一句话，‘不论

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问题，要记住，中央永远
是特别行政区最坚强的后盾’。”

最坚强的后盾，最温暖的祖国。这一
次，林郑月娥感念于习近平主席在疫情仍然
波动的情况下亲临香港，“香港社会各界都
感到十分喜悦和振奋”。

此次香港之行有一个细节，会见香港各
界代表人士时，习近平主席从队伍的一头走
到另一头，一一问候。有站在后排的人高声
喊“主席”，习近平主席笑着挥手致意：“都是
老朋友！”

“贡献国家，我们上天入地皆可为。”这
是一批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声。在香港科技
园，听了张翔院士的求学工作经历，习近平
主席笑着说，扎根到这里了。

叶玉如院士，主攻方向是阿尔茨海默病
的发现和治疗，以求破解老龄化社会的一大
难题。她期待与内地更深入合作，更期待将
研究成果早日运用于内地。

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交流后颇为感慨：
“天下英才聚集香港是指日可待的，这批人
才将来还可以是种子，星火燎原，到广袤的
土地上去播种。”

播种的，还有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
香港区旗上的紫荆花，五片花瓣中各有

一颗星，正与国旗上的五星遥相呼应，寓意
香港与祖国不可分割。

南望香港岛，西眺大屿山，香港故宫文
化博物馆作为文化新地标拔地而起。5年
前，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见证下，《兴建香港
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签署。

那一次，两个香港小朋友演唱了粤剧经
典《紫钗记》之《拾钗》选段，习近平主席亲切
地问道：“内地剧种百花齐放，你们有机会去
交流吗？”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6月30日下午
来到位于西九文化区的戏曲中心，勉励香港
年轻一代深入了解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7月1日中午，圆满结束香港之行，习近平
主席来到高铁西九龙站。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小
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悠
扬的歌声，响彻久远。

歌声、掌声、欢呼声，飘扬的五星红旗，
这一幕，习近平主席颇为动容。他微笑着走
到一群唱歌的孩子面前：

“希望你们到祖国各地走一走。”
（据《人民日报》）

香港，习近平主席的深情牵挂

（上接一版）
为加快建设“贵州最美乡

村”，湄潭县按照“把工作对象转
向所有农民、把工作任务转向乡
村五大振兴、把工作举措转向促
进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坚持抓
特色产业、推进乡村产业壮大，坚
持抓建设管理、推进乡村建设塑
形，坚持抓乡风文明、推进乡村治
理铸魂，坚持抓农村改革、激发乡
村发展活力，坚持抓基层党建、激
发群众组织能力等举措，大力推
进乡村振兴五年行动，坚决守好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统筹推
进省级2个、市级2个、县级30个
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
范试点建设，以点带面、串珠成
线，构建全面升级的乡村振兴新
格局。

“我们在产业上深耕一篇茶
文章，在农村综合改革上勇于创
新，在乡村治理上注重打通最后一
公里，在乡村建设上坚持一张蓝
图绘到底，创新运用‘一图一表一

说明’规划村庄、黔北民居‘七要
素’和‘七改一增两处理’建设村
庄、‘寨管家’和‘红白理事会’
治理村庄，取得了一定成效。”湄
潭县乡村振兴局局长郑永洪介绍。

积土为山，积水为海。推进
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
一场持久战。据介绍，湄潭县将
进一步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
干实干、久久为功，坚定不移贯
彻“四个不摘”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谌贻琴在湄潭调研时的指示精
神，“统筹三美共进”“争作五个示
范”，奋力建设“贵州最美乡村”，
深入贯彻省委乡村振兴五大行
动，以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
兴集成示范试点为抓手，大力实
施“兴业带富、塑形铸魂、强基固
本”三大工程，分类、分步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让生态美环境优、生
产美产业强、生活美百姓富的生
动画面在湄潭大地徐徐展开。

（李晨晨 周欢）

湄潭县

奋力建设“贵州最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