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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就布隆迪

总统恩库伦齐扎逝世

向布隆迪当选总统恩

达伊施米耶致唁电

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的一件大事，在地
方考察调研时多次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点赞。

党的十九大后首次调研，他在江苏徐州马
庄村买下村民制作的徐州香包，笑着说“我也要
捧捧场”；在内蒙古赤峰博物馆，他观看《格萨
（斯）尔》说唱展示，并表示“要重视少数民族文
化保护和传承”；在杭州西溪湿地，看过手工炒
制龙井茶的技艺后，鼓励他们把传统手工艺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非遗”足迹，彰
显党中央对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重
视和对非遗传承人的关怀期望，铺展开新时代
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画卷。

人与自然共生共荣

“总书记对传统手工艺这么关心和肯定，我
感觉自己几十年坚持传承绿茶手工炒制技艺，
这条路是走对了。”回忆起今年 3 月 31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考察时的情
形，59 岁的炒茶大师樊生华至今仍激动不已。

樊生华 14 岁学习炒茶，20 岁正式“出道”。
“人和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代表，
荒山种上茶树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喝茶的好处
就更不用说了。”樊生华说，“总书记鼓励我们把
传统手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好，接下来
我要多带徒弟，同时帮助村民共同提高炒茶技
艺。”

古时西溪曾产茶，且品质和声誉非常高。
现在，公园设立茶叶炒制现场展示点，各项节庆
活动中也会融入茶艺交流、茶道表演等。

“我们将西溪的茶文化与西溪湿地悠久的
历史文化相融合，让游客在欣赏美景之余有更
多文化获得感。”杭州西溪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党委书记、主任何蕾说。

在考察西溪湿地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
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
开发。对此，何蕾印象深刻：“我们要继续加大
探索湿地保护和利用双赢的‘西溪模式’，让绿
水青山的美景在西溪湿地长长久久地留下来。”

除了茶文化外，西溪湿地近年来不断发掘
“龙舟胜会”“西溪船拳”“花朝节”等别具特色的
非遗项目，既让非遗活态传承，也充实丰富了旅
游的文化内涵。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褚子
育说，浙江省是我国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最多
的省。近年来，浙江深入挖掘和合理利用非遗

资源，让更多游客感受乡风民俗。非遗+生态+
旅游的产业发展，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民间小戏焕发新时代活力

初夏时节，河南信阳光山县文殊乡一派悠
然绿意。文化广场上，一台热闹的花鼓戏开
场了。

“精准扶贫像绣花，贫困乡村换新颜。换新
颜，谱新篇，巩固提升再攻坚。复兴路上同追
梦，神州处处艳阳天……”身着喜庆服装的光山
花鼓戏传承人张秀芳和丈夫方应亮，正表演新
编花鼓戏《中办扶贫到光山》。

2019 年 9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文
殊乡东岳村考察，这对夫妇将这出戏唱给了总
书记。

“看了我们的表演，总书记鼓掌称赞。”回想
起那时的场景，张秀芳难抑激动，“我们要继续
刻苦学习、收徒传艺，提高演出水平，让花鼓戏
唱响光山、唱响河南、走向全国。”

从农闲唱戏到一年四季都唱，从挑着戏箱
走路下乡到开着舞台车流动演出——张秀芳见
证了这个已有近 300 年历史的民间小戏“活下
来”“火起来”的历程。

而今，张秀芳成立的光山福星花鼓戏文艺
演唱团一年巡回演出 200 多场。

“我们改编了很多反映时代社会变化的唱
词，在服装、道具、唱腔、音响等方面也做了改
进，希望吸引更多年轻人的目光。”张秀芳说。

“风调雨顺庆丰年，村村都把花灯玩”。目
前，光山县有大小民间花鼓戏班近 200 个，常

年在各地演出，新创排了《党中央扶贫到咱村》
《战胜疫情保平安》等现代剧目，受到群众
欢迎。

近年来，河南深入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包括
光山花鼓戏在内的百余种传统戏剧正焕发新时
代活力；太极拳、少林功夫、朱仙镇木版年画等
非遗项目蜚声中外。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巡
视员闫敬彩说，接下来，河南将力争在非遗传承
创新、宣传展示等方面有新突破，如打造“黄河
非遗礼物”品牌，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少数民族文化更加光彩夺目

在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查干诺尔中心
小学，孩子们都盼着每月一次的非遗进校园活
动。 （下转 3 版）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的“非遗”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宁夏考察时
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一个少数
民族也不能少”“各
民族团结携手，共
同迈进全面小康”。
连日来，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在
民族地区干部群众
中引发强烈反响。
大家一致表示，要
认真贯彻落实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
携手同心共迎美好
未来。

每年 9 月举办
“邻居节”，设置“包
饺子”比赛、厨艺大
赛等趣味性活动项
目，各族居民欢聚
一堂。位于宁夏吴
忠市利通区的金花
园社区，民族团结
工作一直做得有声
有色。社区党总支
书记张丽萍说，总
书记 6 月 8 日来到
社区考察，给了社
区干部极大鼓舞，
我们将继续创新工
作方法，服务各族
群众，让民族团结
进步的事业在基层
开花结果。

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进入了各
民族跨区域大流动
的活跃期，做好城
市民族工作越来越
重要。

走进青海省西
宁市香格里拉社
区，民族风情雕塑
首先映入眼帘，小
区公示栏、电子显
示屏上展示着我国
民族政策、各民族
风俗习惯等内容。
每一个走进社区的
人，都能感受到这
是一个充满祥和气
息的多民族幸福
社区。

社区党委书记
王辉说，中华民族
是多元一体的伟大
民族，我们要深入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民族团结，用好社
区已有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急难救助机制等，将和
谐的种子播撒在基层。

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需要悉心
守护。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斯钦说，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
康，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近年
来，赤峰市推进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保护推广等工作，取得良好成效。下一步，赤
峰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进民
族事务治理法治化为抓手，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稳定的良好局面。

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民族地区的干部职工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数民族群众的深切关怀，
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令我们深有感触。”安徽省
援藏干部、西藏自治区山南市错那县委常务副书记
曹文磊说，援藏工作队要用心用情，让当地的干部
和群众在交往交流中，切身感受到民族团结的
温度。

第二次援藏的广东省援藏干部、林芝市教育
局副局长吴珍珠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精神，在教育精准帮扶上发力，将“粤藏同
心教育同行”等活动作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民
族团结教育工作重要载体，助推当地教育教学质
量提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市阿西尔达斡尔民族
乡有汉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居
民共同生活。今年以来，300 多名乡镇干部深入辖
区 18 个行政村走访，宣传党和国家政策，帮助各族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金鑫说，
民族地区的基层干部要带头做民族团结的工作，让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建设大美
新疆。

各族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迈向全面小
康，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应有之义。

今年全国两会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
现整族脱贫作出重要指示。目前，广西环江县毛南
族群众谭美春的柑橘种植产业做得有声有色，还吸
纳了 14 户贫困户参与其中。“脱贫后不能停下脚步，
我要和乡亲们一起把产业做大做强，持续增收过上
更好日子。”谭美春说。

青山环抱，溪水潺潺。在习近平总书记年初考
察过的云南腾冲清水乡三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
几天前刚刚成立了旅游专业合作社。三家村党总支
书记、合作社理事会会长赵家清说，将聚焦人居环境
全面提升、延伸旅游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让幸福
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记者王琦、王子铭、何晨阳、李占轶、魏婧宇、刘
洪明、孙少雄、陈一帆、林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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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只在浙江杭州西溪湿地水道上行驶（4 月 1 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初夏，黄河沿岸的陕西省榆林市佳县，到了
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65 岁的李东芳家，院子里苹果树和梨树长
得疯野，投下阴凉一片。去年脱贫的她，喜欢坐
在这阴凉里，看着六口崭新的窑洞，哼唱爷爷作
词的《东方红》。

佳县是黄河沿岸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
一，也是颂歌《东方红》的故乡，毛主席转战陕北
时在这里战斗生活过。

李东芳是《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的孙媳
妇。距离她家不远处，就是当年李有源创作《东
方红》时居住的窑洞。

这院历经风雨的旧窑洞，不但见证了中国
革命从陕北走向全国胜利的征途，也注视着李
东芳一家的生活变迁。

“以前老公先后得了胃癌和尿毒症，治了

11 年，欠下一屁股债，娃娃又小，日子熬人得
很。”谈起过往，李东芳的眉头拧起来像一个
疙瘩。

2014 年，李东芳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期间，李东芳老公李锦春的医药费大部分都
报销了，孩子们陆续参加工作，她自己也一直在
工地上“什么活都干”。3 年前，家里已经没有
一分钱外债了。2019 年，李东芳家顺利脱贫。

“现在好啊，赶上国家脱贫的好政策。孩子
们都有自己的营生，不用操心了。我自己还种
枣树，领分红，日子美着哩！”说起现在生活，李
东芳就笑得合不拢嘴，让记者看儿媳妇给她新
买的金耳环、金项链。

当李东芳沉浸于夏日午后的惬意时，50 余
公里外，佳县方塌镇谢家沟村村支书谢万生正
在计算今年村里的收入。

脱贫攻坚以来，佳县在全县建成了 8 个扶
贫农场，带动 6 万多名群众增收。在谢家沟村
扶贫农场，建起了湖羊养殖基地、农机专业合作
社、大棚果蔬园等 8 个产业项目，使谢家沟村成
为远近闻名的“产业村”，今年村集体收入能达

到 100 余万元。
“过去村里年轻人待不住，这两年 120 多个

后生又回来了，他们成为村里发展的主力。”谢
万生说，有些年轻人在城里买了房，过起了“白
天回村干活、晚上回城过夜”的生活。

涉及面更大的特色产业，带动着更多的老
区人脱贫致富。

作为我国红枣的优生区，红枣被当地农民
昵称为增收致富的“铁杆庄稼”。为了让优生区
长出“畅销枣”，佳县不断推进沿黄老枣园综合
技术改造。佳县县委书记刘生胜介绍，目前全
县红枣种植面积达 82 万亩，其中有机红枣认证
面积 30 万亩。去年佳县红枣产值达 15 亿元，
超过全县 GDP 的四分之一。

傍晚时分，佳县一家餐厅，服务员正为客人
推荐红枣的“衍生品”：干枣片、枣酒、枣醋等，样
式颇多。这些产品大多来自距离县城 20 公里
外的木头峪镇王宁山村。

王宁山村是远近闻名的“红枣村”，全村
6000 多亩耕地，有 4500 亩是集体合作社的红
枣示范园。围绕红枣深加工，村里建起了现代

化生产线，年加工能力 5000 吨。
“现在村里不仅红枣不愁销路，村民每年还

有 300 万元左右的劳务收入。”驻村第一书记杜
军锋介绍，2019 年全村人均收入超过 1 . 1 万
元，贫困户人均收入 9300 元。

不仅是红枣产业，当地传统的“小杂粮”也
不断推陈出新。在王家砭镇柳树会村，榆林市
东方红食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人们双手不
停，正在抓紧包装小米和杂粮制作的挂面和
锅巴。

公司负责人高维军说，他们拥有 5000 亩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网络销货是我们的主要
销售手段。我们培育的大学生创客已经开了 6
家销售公司，我们提供货源，他们负责网上销
售，现在公司年销售额达到 1 亿元以上。”

2019 年，佳县农民收入首次突破万元大
关。2020 年 2 月，佳县实现脱贫摘帽。“现在我
们产业红火，老百姓日子红火，在《东方红》的故
乡，咱们脱贫赞歌也越唱越嘹亮了！”刘生胜说。

（记者储国强、张斌、徐汉）
新华社西安 6 月 12 日电

《东方红》的故乡日子“红”了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特殊的客人

▲扫描二维码，
观看新华社微视频

《特殊的客人》。

全国 14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都来过一位特
殊的客人。

他走贫访苦，嘘寒问
暖，体贴入微。

他总是谦逊地说，我
是人民的勤务员。

他始终坚信，在扶贫的
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
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新华社评论员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
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习近平总
书记近日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努力克服新冠
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优先稳就业保民生，
为在特殊时期进一步做好民生工作指明了
方向。

坚持人民至上，必须落实到实际工作和具
体行动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做好
“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的是把

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件大事办好。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稳

住就业才能稳定民生。要坚定不移落实就业优
先战略，不断拓展就业空间，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扎实做好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农民
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牢牢守住就
业基本盘。要下足补短板、强弱项的功夫，对标
“两不愁三保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确保如期
实现脱贫目标；进一步做好困难群众的民生保
障工作，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兜住基
本民生底线。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生活在不断改善，但群
众在教育、医疗、居住、社保等方面还有不少
难题需要破解，加之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做
好民生工作难度加大、担子更重。对各级干部
来说，做好民生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坚持问需
于民、问计于民，多做雪中送炭的实事，多办
纾难解困的好事，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
上。改善民生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过程，需要发
扬求真务实的作风，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

行，确保干一件成一件，取得扎实成效，努力
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民造福是干部
最重要的政绩。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实
事，是检验政绩的试金石。金奖银奖不如百
姓的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认真
解决好群众最困难最忧虑最急迫的实际问
题，党员干部才能交出让百姓舒心、让群众
满意的答卷，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把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解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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