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mrdx新华网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11-0209 邮发代号 1-19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通讯社出版

2019 年 7 月30 日 星期二 己亥年六月廿八 今日8 版 总第 09708 期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
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
产党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
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
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李鹏同志的遗体，29 日在北京八宝山
革命公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
23时 11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1 岁。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胡锦涛等同
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
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29 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鹏同志”，横幅
下方是李鹏同志的遗像。李鹏同志的遗
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
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9时 30 分许，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
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在哀乐声中缓
步来到李鹏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李鹏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李鹏
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
在外地送花圈，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
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
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
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李鹏同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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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9 日，李鹏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前往八宝山送别，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
悼。这是习近平与李鹏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
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
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
式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贯彻实施公务
员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级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
把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公务员法作为一项
严肃的政治任务，把贯彻实施新修订的
公务员法与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
伍结合起来，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的公务员队伍。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对公务员队
伍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适应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依法管
理和培养锻造公务员队伍。

《意见》强调，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公务员队伍，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首要任务、考
试测查的重要内容和考核监督的重要方
面，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融入公务
员队伍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推动广大公务
员加强政治历练，培养斗争精神、增强斗
争本领，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实现新时代
党的历史使命建功立业。

《意见》提出，要深化分类改革，提高
管理科学化水平；拓宽公务员队伍来源
渠道，优化队伍结构；强化培养锻炼，提
升能力素质；完善考核机制，发挥激励鞭

策作用。
《意见》要求，要坚持从严管理，锤

炼过硬作风，健全日常管理监督制度，
加强对公务员的全方位管理，着力纠
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肃查处不担
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严格依法
依规开展考录、培训、考核、职务职级
任免升降、奖惩、监督等工作。要加强
正向激励，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突出
重视基层导向，切实为基层公务员松
绑减负。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
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建设高素
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的重大意义，加
强组织领导。各级组织部门要切实履
行好统一管理公务员工作职责，各级
机关要履行好公务员管理主体责任，
努力开创公务员工作新局面。

中办印发《意见》：贯彻实施公务员法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公务员队伍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张丽娜、邹俭朴

他扎根边疆、恪尽职守，1987 年从
内蒙古林学院毕业，在深山老林一干就
是 32 年，参与完成上百项生态科研项
目。殉职的前一天，他还递交了一份学习
报告：以“坐不住、睡不着、等不得”的紧
迫意识，大力加强林业生态文明建设，践
行习近平总书记“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的指示精神；

他身先士卒、勇挑重担，带队扑救林
火 12 次，最后一次倒在了挚爱的林海，
生命定格在 56 岁。400 多名干部群众自
发地为他送行，百万网友在线惜别这名
素不相识的林区干部；

他为人正直、清廉为官，办公室堆满
了书籍、文件和奖状，座椅的扶手磨出了
窟窿、洗脸盆用得掉了瓷。60 多平方米
的家中，装修摆设还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
风格，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他就是内蒙古自治区根河林业局副
局长——— 于海俊，学林、务林、忠于林，守
林、爱林、殉于林，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让我带队上吧！”

2019 年 6 月 19 日下午 3时 07 分。
大兴安岭林区根河林业局上央格气

林场突然发现雷电火烟点。片区分管干
部恰好不在。十万火急之时，于海俊换上

工作服到防火办请命，“让我带队上吧！”
随即，他带着 60多名队员奔赴火线。
偃松、站杆、倒木多，林火已发展成

树冠火，加速蔓延。这场面，于海俊并不
陌生。因为经常上火场，积累了丰富的扑
火经验，他和战友们曾共同挺过了很多
次险情。

经过几小时的奋力扑救，20 时 40
分左右，火场全线合围。

外围明火虽已扑灭，但一些倒木站
杆上残留的星火还在闪烁，随时可能复
燃。于海俊没有休息，继续带队员清理火
场，亲自拿着 GPS 测量火场面积。

“快来人！砸到人了！”21时左右，正
在清理余火的根河林业局护林防火管理
办副主任郑晓强突然听到对讲机内传出
呼喊，跑近一看，一根 10 余米长、30 多
厘米粗的过火站杆，重重地将于海俊砸
倒在地。已处于休克状态的他手中还紧
紧地攥着 GPS 定位仪。

挪开压在身上的站杆后，郑晓强发现
于海俊的左腿已经被砸碎，根本“拿不成
个”。大伙儿赶紧用木头做了个担架抬他

下山。遍地是一人多高的偃松和灌丛，
加上天黑和浓烟，走起来特别艰难。二
十几个人戴着头灯在前面用油锯、砍刀
开路，15个人轮番替换抬运担架。

下山后因救护车开不进来，还要
再步行走一段简易公路。

就在这最后一段路上，于海俊永
远地“睡着了”。

汗水，浇湿了来路；鲜血，染红了
归途。

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是我国最大
的国有林区，在 10 . 67 万平方公里的
兴安大地上，有近 5 万名干部职工共
同守护着这片绿色。

2017 年 5 月 2 日毕拉河那场大
火，也是于海俊率队支援。队伍休整时，
队员们想在火场外围就近宿营，性格温
和的于海俊一反常态，坚决不许，要求
全员撤到河边宿营。河边宿营地冷风习
习，往返火场距离又远，又累又困的队
员都不理解。但到后半夜，风向突变，火
过林木，原宿营地瞬间便被大火“吞
噬”，队员们惊出一身冷汗。(下转 7 版)

用生命守护那片绿色
追记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干部于海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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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银、胡星、肖艳

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减贫 100
多万人，贵州书写了中国减贫壮举的
亮丽篇章。

经济增速连续 34 个季度位居全
国前三，贵州从人均经济总量长期挂
末的“经济洼地”奋力赶超。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全国第一、高
速公路综合密度全国第一、世界自然
遗产数量全国第一……“地无三里平、
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正奋力撕去贫穷
落后的标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发展按下
了“快进键”，跑出了“加速度”。

从后发赶超的“贵州实践”，看到
的是中国奋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贵州守住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培植后发优
势，探索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新
路。

决战脱贫冲刺小康

连日来，贵州多地雨水偏多，一
些农作物受到影响。在安顺市关岭县
断桥镇大理村，一人多高、成片的皇
竹草却长势喜人。

关岭县是贵州养牛大县，养牛业
也是当地脱贫攻坚重要产业，全县养
殖规模超过 15 万头。过去，饲草基本
靠省外调运。去年以来，大理村发展皇
竹草种植，让“本地牛吃本地草”。

大理村 500 多亩平地、700 多亩
荒山流转后种上了皇竹草，农户还将
5000 多亩土地种植黄牛饲料青贮玉
米。191 户 876 名村民投入到新的种
植中来，其中包括贫困户 28 户 86 人。

40 岁的村民付小花家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4 个小孩都在上学，丈夫生
病长期住院。皇竹草基地建起后，她就
到此务工。“一个月 2000 多元的工资，
去年挣了 3 万多元，日子比前些年好
过多了。”

大理村村支书蒋大才说，种草产
业好上手，家庭困难的、伤残的，都可
以来，割草、施肥、整地、栽种、上下车，
所有都需要人工，扶贫效果相当好。

如今在贵州的广袤农村，像大理
村这样找准脱贫产业，全力冲刺小康
的地方比比皆是。

贵州，曾长期是中国贫困人口最
多的省份。贵州省委提出，把脱贫攻坚
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脱
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
新时代脱贫攻坚新担当新作为。

——— 啃“硬骨头”，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仅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投入扶
贫资金 737 . 3 亿元，30% 以上用于深
度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深入推
进，54 万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享
受了教育精准扶贫资助，看病就医补

偿受益 800 多万人次。
——— 换“穷业”，农村掀起产业革

命高潮。贵州加速调整种植结构，从
蔬菜、茶、食用菌、水果、辣椒等 12 个
农业特色优势产业重点突破，12 位省
领导领衔推进，以县为单位整体推
进。今年上半年，特色优势产业替代
种植 502 万亩低效玉米种植。

——— 挪“穷窝”，易地扶贫搬迁提
速推进。作为全国搬迁人数最多的省
份，贵州计划搬迁 188 万人，今年将
全部完成搬迁入住任务。创新“以产定
搬”“以岗定搬”等工作方法，2018 年
率先启动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

“火小一点，不然外面焦了里面都
还没熟。”在贵阳市开阳县城关镇举行
的初级厨师免费培训班上，46 名学员
分成 6 个小组，正在进行实操，切菜、
炒菜、装盘，培训老师一边看一边指
导。

学员中有 10 人是来自蒋家寨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贫困群众。31
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胡晓漫每天都
来参加培训。她说：“考试如果顺利通
过，争取到安置小区的学校食堂工
作。孩子在学校上学，挣钱和照顾家
里都能兼顾。”胡晓漫说。

对贫困户的就业培训，是做好易
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一项重要
举措。

日前，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一组数据令
人振奋： (下转 2 版)

多彩贵州闯新路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大家都
说说想法，有
什 么 问 题 和

建议。”年近半百的黄小付站在村里那棵
3 个大人才能合抱的老樟树下，冲着 30
多个村民代表扯着嗓子喊。

作为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幕
冲村村支书，黄小付从 2016 年开始，经
常召开这样的“屋场贴心会”，领导、组
织、发动群众解决村里的发展问题。而这
一天“贴心会”的主题是要不要在第四、
第五村民小组居住的巨溪河边搞“小吃
一条街”。

搁在几年前，可不会有这样开会的
光景。那会儿幕冲村的年轻人多外出务
工，田地荒芜，很少有人操心村集体的
事，老樟树下只有孤独的树影来来去去。

2017 年初，在村两委的推动下，8
位村民发起成立幕冲金丝皇菊种植合作
社，将土地流转，两年来全村 712 户纳入
了合作社，村民慢慢回流。

金丝皇菊 100 亩、荷花 60 亩、水果
玉米 30 亩、百香果 10 亩……一畦一畦
的作物，让这里花开四季、果结常年，曾
经偏僻破落的小山村成了城里人羡慕的
美好田园。

黄小付现在的微信名叫“美好生活”。
“我们如果始终把带领百姓过好日

子的初心放在田间地头，和百姓心连心
一起想事情、做实事，‘初心’贴‘民心’，生
活不美好都难！”

老樟树下，“头脑风暴”在继续。
“我想做事，但不知做什么，每家每

户卖不同的产品才好。”35 岁的许辉
萍之前在外打工。

“我们可以搞农产品加工，红薯
干、萝卜干。大家还记得吗，前年有人
做的传统爆米花被游客抢购一空。”黄
小付说完，几个坐在角落里拿着蒲扇
的村民挪了挪凳子，靠拢了过来。

四组、五组居住的区域是全村的
中心地带。放眼望去，巨溪河两岸绿树
成荫，河水清澈见底，不远处连片荷花
竞相开放。

“巨溪河就是个宝，河边垂钓、烧
烤，河里搞些游船，游客不想留下来才

怪。”41 岁的林小钦说。他在村民眼里
“脑子灵活”，在镇里入股了 3 家大药房，
每年收入不少于 10 万元。

“总之有一条，不能污染环境。”黄小
付大声说。去年，县里拨了专项资金，建
设污水处理工程，幕冲村因此受益。

“人多了，价格要合理，千万不能宰
客。”“把自家二楼三楼都腾出来，搞民
宿。”村民们逐渐兴奋起来。

“还要增加公厕。”不知谁大声嚷了
一句，引来一片笑声，震得老樟树树叶
沙沙响。 (记者胡振华、熊丰、郭强)

新华社南昌 7 月 29 日电

老樟树下，“初心”贴“民心”

▲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幕冲村村民在老樟树下召开“屋场贴心会”

（7 月 2 日摄）。 新华社发

新闻故事

7 月 29 日拍摄的祁连牧场上的羊群。盛夏时
节，位于青海祁连县的祁连牧场生机勃勃，牛羊、
蓝天、绿草构成一幅美丽画卷。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近年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河北张家口
市塞北管理区不断深化农垦体制改革，发展现代化
高效特色农业，取得良好效果。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夏日牧场美如画 塞北夏日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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