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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
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
若素……”

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也是发展
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民
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
社会和谐稳定。

从“房住不炒”定位到房地产长效管
理机制，从住房保障到供应体系建设，从
易地搬迁扶贫到棚户区改造……党的十
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安居
冷暖，始终把“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
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全面部署、
躬身推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新华社记
者在回访中看到百姓“梦圆安居”的一张张
笑脸，看到他们正在从“新”出发，用双手、
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故事一】“靠天吃饭”的土

族人搬新家置新业

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在青海省海
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55
岁的吕有金正翻看家里电热炕上几大桶
酒糟的发酵情况。

吕有金家七八间房，盖得颇为讲究，
主房梁檐全部采用当地流行的木雕油漆
工艺。2016 年底搬进新居后，他拾起家传
酩馏酒酿造手艺，办起了酿酒家庭作坊。

厨房煮着酿酒的青稞，主房摆着十
几坛酿好的酒。窗外，四分地的院子，外
墙绘着土族崇尚的彩虹图案，分外醒目。

时光倒流至 2016 年 8 月，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班彦村考察。他走进村民新居
察看面积、结构、建筑质量，同监理新居
建设的村民们交流。吕有金清晰地记得，
那天，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看反映
乡亲们过去居住的旧村状况的视频。

“十年九旱，靠天吃饭”。易地搬迁
前，吕有金住在青藏高原六盘山连片特
困区的脑山地区。吃窖水，走山路，7 公
里陡峭崎岖的土路把他和乡亲们祖祖辈
辈困顿在山里。

“党和政府就是要特别关心你们这
样的困难群众，通过移民搬迁让你们过
上好日子。”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让吕有
金的心暖暖的。

好日子真的来了！吕有金开办家庭
酿酒作坊的第一年就赚了 3 万元。

“安顿下来后，生产要搞上去，生活
要自立。”吕有金告诉记者，不能忘记总
书记的嘱托，不能在发展上再落后。“脱
贫‘摘帽’了，腰杆一下硬了！”

新村充满新气象，通了天然气，接了
自来水，汽车可以开到家门口。居住区和
养殖区隔离建设，每家每户修了水厕、排
水管网，村里建了一座日处理能力 100
吨的污水处理站，污水不再横流、垃圾不
再乱倒。

“这个季节生意是淡季。闲下来，我
就带孙女。”记者顺着吕有金手指的方向
看去，孙女卧室炕上放着书，炕旁搁着小
书桌。“从家里到村里小学，走路不到 10
分钟，这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住有所居”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住

房问题是重大民生问题，关系着千家万
户的基本生活保障。

“安居”是“乐业”之本。“挪穷窝”“拔
穷根”，开对方子、找准路子。针对特殊地
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从根本上改变深
度贫困地区困难群众的居住和生产条
件，辅以教育、培训、产业指导，才能帮助
贫困人口真正摆脱贫困，在致富奔小康
的路上同全国人民一起奔跑。

【故事二】“有里儿有面儿”

胡同讲述老北京“新乡愁”

老砖老楼，灰墙青瓦，北京南锣鼓巷
片区雨儿胡同里，燕子不时掠过头顶，飞
回老房子屋檐下的燕巢里。

站在胡同西口的玉河边上远眺，绿树
成荫、水穿街巷的美景，让住在这里数十年
的 68岁居民李伏生阿姨怎么也看不够。

曾经，这里的许多院落都是大杂院。
“那时候胡同真是破败，水电设施跟不
上，厕所条件不好。”李伏生回忆道，“又
杂又乱的胡同，光开墙打洞的小卖部、餐
馆、冷饮店就有七八家。”

五年前，雨儿胡同的 29 号院和 30
号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这里，看望老街坊，听取大家对
老城区改造的想法。

五年间，随着修缮整治的进行，雨儿
胡同一天一个样。在总书记曾经探访的
雨儿胡同 30 号院，存在多年的违建已拆
除，地面辟出了绿地，宽敞的院落恢复了
青砖灰瓦、红门、绿格窗的古朴样貌。

街面上的变化是外人能看到的，院
落里的冷暖只有当地居民才能体会。自
从自建房拆除后，新添了绿植，加宽了过
道。“夏天，和老邻居坐在院子里下下棋，
天南地北聊得好不惬意！”李伏生对现在
的生活特别满意。

李伏生的家里，厨卫设施齐全。“用上
了电磁灶，做饭安全、干净了许多。门窗也
换了新的……生活更方便、更现代化。终
于过上了有里儿又有面儿的生活！”

在北京东城区“申请式改善”的工作
模式下，居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都
得到了较大改善。如今，雨儿胡同内的违
建和自建房多半已经拆除。工人们正在
加紧施工，力争年底前完成改造修缮，迎
回“老街坊”。

【记者手记】
保护利用老城，复兴历史风貌，保障居民

宜居，这是一项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城区和棚
户区改造，强调要让大家居住更舒适、生
活更美好，解决好大家关心的实际问题，
让大家住在胡同里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北京开始了一系列多元探索：从申请
式腾退，到保护性修缮、恢复性修缮，让传
统风貌重现；从申请式改善，到让胡同居民
过上现代生活，再到居民自治共生院……

古老的胡同注入新的生命力，悠悠
古都讲述着老北京的新乡愁。

【故事三】“老棚户”的“花

果园”生活越来越美

粉的、紫的、白的紫薇花开满绿地，
淡淡的香气充盈着夏日的清晨。甩着手、
健步走，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小区里，
刘桂华以晨练开启新的一天。

“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刘桂华由衷感慨。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
考察，来到武汉市青山区工人村街。“总
书记询问棚户区项目建设，了解我们的
生活情况。”刘桂华对一年多前的那一幕
场景，记忆犹新。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千万万群众安居
乐业。我们的城市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
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习近平总书记
的话，让刘桂华感受到浓浓的温情。

刘桂华居住的社区位于曾经是武汉
最大规模的棚户区——— 工人村。上世纪
50 年代，为建设武钢，来自四面八方的
产业大军在搭建的简易工棚安家落户，
经年累月形成了工人村。

“那时候住的很难说是像样的房子，
大多由青砖加石棉瓦临时搭建而成。进
门要低头，白天要开灯，厨房当卧室，厕
所排长队，家家生炉子，户户冒油烟。”刘
桂华 6 岁时跟随父母从河南搬到武汉，
一直住在工人村。

通过棚改，武汉青山区 1 . 3 万余
户、4 万多人的棚户家庭从低矮潮湿、漏
雨透风的棚户中，搬进了宽敞明亮、配套
完善的现代化小区，圆了安居梦，刘桂华
一家也在 2015 年搬进了新小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全国棚户
区改造任务还很艰巨。只要是有利于老
百姓的事，我们就要努力去办，而且要千
方百计办好。

如今，工人村街小区环境日益改善，
楼房外立面整修如新；小区实施海绵工
程，铺上渗水砖，改变了下雨污泥、积水

混流、“一走一脚泥”的状况；小区补种了
紫薇花、栀子花、桂花，加上原有的枇杷
树和橘树，宛如一个花果园。

“现在周边大大小小的超市、药房随
处可见，学校、医院等配套齐全，地铁 5
号线即将修到小区门口，两年后坐地铁
一个小时就可以逛遍武汉三镇。”刘桂华
开心地说，将来青山有 4 条地铁线开通，
以后和老伴出去逛更方便了。

同样曾在工人村棚户区居住了 50
多年的苏忠社老人，写下一副对联：“破
屋一比一换新房，政府心连心人为本”，
横批“感谢共产党”。

【记者手记】
改造棚户区，让亿万居民圆安居梦。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项重大民生举措快
步推进。

截至 2018 年底，上亿居民“出棚进
楼”，住房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棚户区改
造在有效改善困难群众住房条件的同
时，为提升人居环境、缓解城市内部二元
矛盾、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一砖一瓦，为百姓筑起遮风挡雨的
房子，搭起奔向幸福生活的希望。

(记者王优玲、骆晓飞、张漫子、廖君)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为了梦圆安居，创造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之“住有所居”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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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孙杰、张涛、齐雷杰、闫起磊

这是一片革命的土地，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70 年前，毛泽东同志率党中央从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

这是一片希望的土地，70 载沧桑巨
变，如今面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会筹办等重大
机遇，京畿大省正乘风破浪，在“新时代
赶考路”上砥砺奋进。

传承精神

牢记为民初心，重在民生福祉

虽然天气炎热，但西柏坡中共中央旧
址小院里参观者络绎不绝，解说员的快板
声不时回响：“毛主席，亲切的嘱咐牢记
住，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

持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警惕糖衣炮弹来进
攻，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又不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河北广大干部
群众“赶考”脚步从未停止，“赶考”精神
始终薪火相传。

地处太行山区的平山县，素有“八山
一水一分田”之称。国家级贫困县的“穷
帽子”，平山一戴就是 32 年。

“平山县等 25 个河北贫困县脱贫摘
帽！”看到消息的那一刻，西柏坡村老党
员闫青海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

“党中央离开西柏坡 70 年了，一直
都惦记着咱老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是扶

贫投入力度最大、老区面貌改变最明显、
老区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几年。”谈起脱
贫，闫青海满是兴奋。

平山是河北省脱贫攻坚的一个缩
影。按照省委部署，省领导带头包联脱贫
任务较重的市和深度贫困县，实施市县
党委、政府落实脱贫攻坚主体责任“擂台
赛”制度，层层压实责任。

“活了大半辈子，做梦都不敢想，咱
还能住上县城的楼房。”58 岁的涞源县
桃木疙瘩村村民吕成文说。过去，吕成文
住在海拔近 2000 米的深山坳，房屋低矮
破旧，生活困难。 （下转 7 版）

砥砺奋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喜看京畿大省河北沧桑巨变

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

扫描二维码，观看
新华社视频报道《这里
栖息着我的梦》。

新华社记者李凤双、王淮志、
管建涛、闫睿

让新中国一举甩掉
“贫油”帽子，挺起共和国
石油工业的脊梁；

连续 27 年年产原油
5000 万吨以上，创世界同
类油田开发奇迹；

60 年生产原油近 24
亿吨，60 吨油罐车装满可
绕赤道 14 圈……

“除了大庆，没有哪一
个企业的诞生和发展，能
与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命运
联系得如此紧密……”原
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曾
这样由衷地赞叹。

风云激荡一甲子。当
好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
田，大庆油田正青春！

创业

大庆，中国之庆

朝阳洒照，高铁疾驰，
掠过龙凤湿地，一排排抽
油机上下摆动，永不疲倦。

这里是大庆油田有限
责任公司。

85 岁的苗秀金老人，
数十载与抽油机相伴，常
忆起火热青春。他说：“那
时就一个心眼，为国家多
出油，出好油。”

1959 年 9 月 26 日，
位于当时黑龙江省肇州县
的松基三井喷出第一股工
业油流。那时，国内石油缺
口近六成，北京公交车因缺油而不得
不背着“煤气包”。

时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夕。大
庆之年得油田，大庆油田因此得名。这
是李四光等地质学家提出的“陆相生
油理论”的胜利，打破了中国“贫油”的
论断。

1960 年，在党中央号召下，4 万
多名转业官兵、石油工人、科技工作
者，涌向莽莽荒原，打响了战天斗地的
石油大会战。

铁人王进喜率队从玉门来到大
庆。“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
住，先问了三句话：钻机到了没有？井
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最高纪录是多
少？”王进喜的队友孙崇德回忆。

人拉肩扛运钻机，破冰取水保开
钻。只用 5 天零 4 小时，王进喜就率队
打完第一口井。

开发条件恶劣，吃饭都成难题。国
外实施技术封锁，油田开发困难重重。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王进喜的话激励着会战大
军。

缺粮，职工家属自己开荒种粮，
“五把铁锹闹革命”。

缺衣，自办缝补厂，“一件棉衣里
子用 40 多块旧布拼成”。

缺房，他们和泥、脱坯、抹墙，向当
地人学习“干打垒”。

一个月后，大庆油田首趟原油专
列在震天欢呼中启运。

开发三年，大庆油田生产原油占
同期全国原油产量一半以上，一举改
变了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中国
人从此把“贫油”的帽子甩进了太平
洋。

新时期，大庆油田再
出发。

从探明我国东部陆上
最大气田庆深气田，到隆
平 1 井天然气勘探获得大
发现，大庆油田天然气事
业快速发展，实现了从“一
油独大”到“油气并举”的
跨越。

大庆油田还大力开拓
海外市场。1205 钻井队第
18 任队长李新民带队奔
赴苏丹，8 年创造 32 项当
地钻井纪录，在国外立起
标杆。

李新民说：“地表温度
高达 60 摄氏度，每天工作
超过 10 小时，一人一天喝
17 瓶水，工作服一天下来
就是厚厚一层汗印……”

从钻井、维修做起，大
庆油田海外业务拓展至
26 个国家和地区。去年，
大庆油田海外市场收入首
次突破百亿元。

今年是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60 年来大庆累
计生产原油近 24 亿吨，相
当于 40 个十三陵水库的
蓄水量。

创新

一个甲子的辉煌

今年 82 岁的大庆“新
铁人”王启民后背微驼，仍
在调试自己研发的太阳能
转换装置，坚持带队伍、做
实验。

1960 年，王启民实习时看到，会
战大军住地窨子、吃窝窝头，风吹日
晒、爬冰卧雪为国家打井找油，深受触
动的他毕业后选择了扎根大庆油田。

“当时，外国专家断言，中国靠自
己的力量开发不了这么复杂的油田。”
王启民不信邪，写了一副对联：莫看毛
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

世界同类油田，稳产期一般在 3
至 5 年，最多不超过 12 年。大庆油田
却创造了奇迹：连续 27 年年产原油
5000 万吨以上，连续 12 年年产原油
4000 万吨以上。

“人虽然老了，但思想不能老；疾
病使背驼了，但精神不能趴下。”王启
民说：“我要用一生寻找大庆油田开发
的‘金钥匙’。”

一次采油是靠地层天然能量将油
采出来，二次采油通过注水将油“挤”
出来，三次采油依靠化学剂把油“洗”
出来。

科研工作者伍晓林带队打破国际
垄断，攻克了一种三次采油技术，可在
传统水驱技术基础上提高采收率 20
个百分点。在大庆油田，采收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相当于找到了一个玉门油
田。

夜幕下的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
院灯火通明，“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
越自我”12 个大字十分醒目。实验室
内，科研人员正紧张地开展四次采油
储备技术研究。 （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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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纵马放声唱

▲ 8 月 5 日，阿斯如准备接待游
客。 新华社记者刘磊摄

新华社记者于长洪、任会斌

“能在特殊的年份上大学，真是幸
运！”在一处由两座蓝白相间色调的蒙
古包、几辆旧式勒勒车和一个奶茶炉
等构成的草原景点，身着浅黄色针织
衫的阿斯如骑马疾驰而至，听闻介绍
自己是今年刚考上大学的姑娘时，她

兴奋地说。

立秋之际，内蒙古自治区东北
部的乌拉盖草原深处草天相接，花
朵芬芳，不时有游客骑着白马从远
处山坡上徐徐而下，宛若天上飘落
的云朵。

阿斯如，今年 19 岁，是景区马队的
骑手，也是一名正在追逐音乐梦的准大
学生。“我喜欢骑马，特别是这匹小白
马，跑起来又稳又顺。”她扎着发带，骑
马时一条马尾辫随风飘舞，飒爽干练得
像个小伙子，由此获得了“苏哥”的称
号。

而阿斯如口里的特殊年份，指的
是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
大庆时如愿考上大学，想想都让人激
动，”她说，“现在真是草原青年赶上的
最好时候，学音乐也好，学计算机也
好，国家强盛，我们才能有最多的发展
机会。”

阿斯如生在牧人之家，小时候，兄
妹俩看到电视上唱歌，捡根木棍就当
话筒，越唱越着迷。去年，哥哥从内蒙
古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毕业后成为一名
歌手，今年她也如愿以偿，被内蒙古大
学艺术学院音乐理论专业录取。

（下转 2 版）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位于广西黔江河段，是
2014 年国务院确立的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 8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曹祎铭摄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位于江西省九江市的新妙湖特大桥进入
桥面铺设阶段。该桥预计 2020 年 1 月贯通（8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新妙湖特大桥工程进入冲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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