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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7 月 3 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蒙
古人民党主席、政府
总理呼日勒苏赫致
口信。

习近平表示，中
蒙是山水相连的友
好邻邦。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中蒙紧
密开展抗疫合作，充
分体现出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的深厚情
谊。主席先生高度
评价中方为全球抗
疫所作贡献。中方
愿同包括蒙古在内
的世界各国加强抗
疫交流合作，共同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
同体。

我高兴地看到，
在蒙古人民党和政
府以及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蒙古疫
情防控取得显著成
效，经济社会平稳发
展，日前又顺利举行
了议会选举。

不久前，主席先
生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99 周年之际专门
给我来函，充分体现
了你和蒙古人民党
对中蒙两党两国关
系的高度重视。中
国共产党愿同蒙古
人民党加强各层级
各领域交流合作，引
领中蒙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取得更大发
展，为地区和平与繁
荣作出应有贡献。

呼日勒苏赫在
此前致习近平的信
函中表示，在中国共
产党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成功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不仅有力
保护了本国人民健
康安全，也为守护世
界人民健康作出了
巨大贡献，我对此深
表钦佩。

近年来，在两党
交流合作备忘录框架内，蒙古人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成功
推动双方各层级合作迈上新台阶，我对此感到高兴。相
信我们两党将进一步巩固合作成果，推动蒙中两国关系
不断深化发展，共同走向繁荣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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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菁、杨玉华、张紫赟

他们是“逆行”者，跳出“农门”又学成归乡；
他们是“ 80 后”“ 90 后”，用新知掀起山乡之变
新潮流；他们是新时代接力者，扎根最基层，奋
战脱贫攻坚，接棒乡村振兴。

田野因青春的力量更增希望，青春因大地
的深沉更添厚重。

将青春播撒田野

高挑白净，爱说爱笑，不仅有年轻姑娘的
“潮”，还有本事在盘山乡路上骑摩托车开汽
车——这是 25 岁的“城归”大学生汪链，大别山
腹地岳西县最年轻的村委会主任，自称“女汉
子”。

几年前，正在读大学的汪链暑假回到老家
来榜镇公山村。那时，村里老人要靠一双脚走一
个多小时山路去乡镇，山乡发展困境深深触动
了她。

2017 年从安庆职业技术学院都市园艺专
业一毕业，汪链没有留在合肥的实习单位工作，
而是毫不犹豫地回到公山村。毕业前成为一名
中共党员的她说：“乡村振兴要靠一代代人努
力，我要成为其中的一个！”

第一次跟着老支书下村走访，有户村民愣
是没给汪链板凳坐，当她是个“小丫头”。泼辣
的汪链只想用实干证明自己。退宅还耕是她接
到的第一个任务。清晨四五点，她抓起草帽就
跟勘测队出了门。暑季的太阳底下干了几个
月，她皮肤晒伤了，工作也“晒”出了彩，丝毫不
差地完成了 80 多户村民的老宅丈量和土地
复垦。

2018 年，汪链高票当选公山村村委会主
任。村里高标准茶厂建起来了，新的河坝赶在汛
情前修好了，小小山村连办三届采茶文化节，精
制茶卖到了上百元一斤。村民们直说：“这个小
汪链，真不赖！”

在大别山区，像汪链一样的大学生“城归
族”正在增多。2013 年岳西县推出“大学生回乡
工程”，当年仅有 55 名大学生报名，2019 年报
名人数增长到 295 人，今年前 6 个月就有 163
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咨询报名了。全县目前已有
185 名回乡大学生进入村“两委”任职。

近百年前的大别山区，也有一批二十岁左
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开辟出革命根据
地，为了百姓的幸福浴血奋战。穿越时空，薪火
相传，这片红土地上如今仍燃烧着青春的
理想。

同处大别山深处的金寨县，也迎来了越来
越多的年轻大学生。还没等今年高校毕业手续
办完，22 岁的蔡瑞就已在家乡金寨县桃岭乡高

湾村上岗就业了。而早在春节前他就收到了
来自上海、宁波的两份入职函。

高湾村的“当家人”全县最年轻。村“两
委”5 人平均年龄 28 岁，有的是大学毕业生，
有的是退伍转业人员，都因不舍乡情返乡
效力。

“换届选了一堆小家伙。”高湾村老党员
陈福全说。几年下来，这帮“娃娃村官”发展起

了村集体经济，修通了进组到户的水泥路，村
里通了公交车，陈福全和乡亲们竖起了大
拇指。

用新知振兴乡村

新知识、新思维、新平台，大别山区乡村
因年轻人的回归有了新发展。

（下转 3 版）

青春，在希望的田野上
大别山区寻访“城归”大学毕业生

新华社评论员

“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群
众中间，对待新事物新做法，要加强鼓励和引
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重要讲话中，对激发基层改
革创新活力提出新要求，为促进新生事物健
康成长、壮大发展新动能指明了方向。

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从“大包干”到“三来一
补”，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创新创业创造
浪潮激荡神州，人民群众的一次次探索、一
次次开拓，无不带来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
上的突破和发展。改革是人民的事业，把鼓

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
的重要方法，凝聚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才能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源源不竭的驱
动力。

云计算、大数据、共享经济、物联网、“最
多跑一次”改革……近年来，从经济发展到
社会治理，各领域的新事物、新做法、新探索
不断涌现，折射出我国发展的旺盛生机活
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智能制
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远程办公等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展现出强大成
长潜力。当前，改革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上
升，前进路上艰难险阻不少。特殊时期，更加
需要鼓励基层探索实践，进一步激发人民群

众的创新热情和活力，让新事物、新做法健
康成长、发展壮大，为应变局开新局涵养底
气、夯实根基。

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是不完善的，新生
事物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长远看，
新生事物往往折射出发展新趋势，孕育着发
展新机遇。“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对待新事物新做法，首先要秉持开放包
容的心态。不能求全责备，也不能急功近利，
要打破思维定式、摆脱陈旧观念，善于用发展
的眼光看问题，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问题。

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贵在尊重人民
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坚持眼睛向下、
脚步向下，着力做好鼓励和引导这两篇文章。

面对新事物新做法，既要创新管理和服务，营
造宽松有利的环境，为探索和创新提供更多
助力，也要坚持趋利避害、兴利除弊，守住风
险底线，促进有序发展，避免陷入一管就死、
一放就乱的怪圈。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善
于发现和总结推广基层探索经验，积极推动
新生事物健康成长，当好改革的促进派和实
干家。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
一足之力也。”扎根基层、依靠群众，充分调动
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改革航
船定能始终动力强劲，在劈波斩浪中行稳致
远。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

激 发 基 层 改 革 创 新 活 力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蒋芳、杨丁淼

江南进入梅雨时节。走进南京老城南小西
湖片区，老屋清水砖墙、条石台阶，一户人家的
灶台就设在进门过道处，向外望，一位老大娘拎
着马桶从门口走过……门里门外，氤氲着这座
古城的“烟火气”。

景色别致，却是居民生活不便的写照。
2017 年开始，兼顾古城改造与保护的小西湖棚
改工程启动，小规模、渐进式开展“微更新”，居
民向往的小康生活正在变为现实。

小西湖片区是南京 22 个历史风貌区之一，
该片区串接夫子庙与门东历史街区，片区内保留
了传统建筑空间格局，街巷宽窄不定、蜿蜒曲折。

70 岁的陈鸿荣在堆草巷 31 号生活了一辈
子。院子看着还算宽敞，但三户人家一分，人均
居住面积就只有 10 平方米左右。过道两侧搭个
台子就是厨房，几家背对背做饭。糊在墙上的报
纸已被熏得发黑，灶台上方的电线乱成一团。

“前几年片区内有房子失火，消防车堵在路
口进不来。”陈鸿荣说。年久失修、布局混乱、居

住拥挤，是居民们面对的共性问题。
一街之隔的“老门东”是热门景点，白天游

客摩肩接踵，夜间华灯绽放。但对陈鸿荣这样的
老街坊来说，这并不是他向往的生活。

南京市秦淮区政府委托南京历史城区保护
建设集团负责南京老城改造具体工程实施。历
保集团董事长范宁坦承，“老门东”虽然保留文
保、历史建筑和古树古井，也留下了街巷，但采
取的还是先搬迁后改造的方式，造成大量原居
民未能回迁。“到了做小西湖片区规划时，我们
尤其注重留下生活的‘烟火气’以及原居民的活
态传承。”

据了解，小西湖片区改造采用了“自下而上
的更新思路”，让居民自主选择迁与留：迁出的
释放了空间，为改善基础设施和植入新业态创
造条件；留下的自住或租赁，或在片区内整体平

移安置。
现在，陈鸿荣家的院子成了“共生院

落”——老屋一分为二，一半用于设计规划师
的工作室，一半作为生活用房。改造后老陈将
拥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告别如厕洗澡不便、
液化钢瓶烧饭的生活。

“等改造完成了，我要在过道里放些椅子
和茶具，给往来的游客歇歇脚、喝喝茶。”陈鸿
荣向记者描绘他的计划。

据统计，小西湖片区 810 户居民，50 多
个院落，没有迁走的居民占一半左右。一边要
彻底改造基础设施，一边要尽可能不影响居
民生活，把这两件事都做好靠的是“绣花功
夫”。

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各类工程机械
都是适用于窄街小巷的迷你版，燃气、雨污分

流、光纤电缆等管网也都铺设到了专门设计
的微型管廊之中。施工人员白天开工，到了上
下班高峰迅速打扫“战场”，尽量保障居民们
出入不受影响。

马道街 29 号被改造成一座临街咖啡屋，
整体风格保持历史感又兼具时尚气息，还没
开业就有人前来“打卡”。

将这栋两层小楼租赁给历保集团的是屋
主李彩风。家族四代人在这里生活成长，95
岁的老人对老屋充满了感情。她告诉记者，一
开始她在附近租房当起了“监工”。当看到房
屋结构没有变，外墙青砖也得以保留，家里一
件 150 年的老家具修复后也搬到了咖啡屋中
展示，很多细节到位，她才放心下来。

东南大学建筑学院院长韩冬青介绍，棚
户区改造要兼顾传统风貌区保护，因此采取
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注重日常生活气息的
保留，也要打造生活公共服务、市政配套功能
完备的新型社区。

到今年年底，小西湖片区改造将初见成
效。到那时，走进蜿蜒的街巷，传统江南民居、
社区博物馆、大师工作室、24 小时书屋或许
就在下一个转角……老城南的故事将在这里
延续，居民的小康愿景也将照进现实。

新华社南京 7 月 4 日电

古都老街重生记
南京老城南的小康愿景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防 汛 抗 洪
在村里带着大家救

灾，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

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坝盘
镇挂扣村驻村第一书记周

敏华出现了“熊猫眼”。
穿着一双蓝色拖鞋，挽起裤腿，周敏华一会儿指挥挖

掘机清淤，一会儿又跑到村民家中提醒，清理泥浆乱石时
务必注意安全。带着村里抢险救灾队忙里忙外，他忘了
疲倦。

连日来，贵州铜仁、遵义等地持续遭遇强降水，部分
地区受灾严重。6 月 29 日晚，铜仁市部分区县遭暴雨袭
击，一些乡镇山洪肆虐，当地紧急转移 5000 余名群众。

记者走进地处武陵山腹地的坝盘镇，发现不少村庄
遭暴雨袭击后一片狼藉。在挂扣村，有的房屋垮塌，有的
庄稼被冲毁。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帮助群众
恢复生产生活。

“那天晚上，雨下得特别大，家里的房子被冲垮了。”

家住挂扣村田坝组的王元回忆。当天晚上，驻村帮扶干
部、村干部及时组织他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那天晚上的雨，周敏华印象深刻。他说，晚上 8 点，
村里接到县气象局发来的暴雨预警，他立马组织村干部
分头通知村民。由于洪水来得太急，挂扣村几个村民小
组受灾比较严重，有 48 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暴雨袭击，供电中断。周敏华带着村干部，有的用手
机，有的用电筒，手拉手逆着水流的方向，进入到大山沟
里组织转移 260 名村民。

跟随周敏华，记者在挂扣村走访看到，多台挖掘机、
推土机和货车在作业，近百名党员干部同村民一起，清淤
疏通河道，转运泥沙落石。

挂扣村 2012 年成立一家山泉水公司，带动 9 名村民
就业。这场暴雨让山泉水公司受灾严重。公司负责人李
亮说，一是公司厂房垮塌，二是生产线、包装设备多数被
破坏，直接损失近 10 万元。

“村干部和村民都来帮忙抢救物资，这两天正在清
淤，同时要检修设备，周书记天天来看，帮助尽快恢复生
产。”他说。

受暴雨影响，挂扣村自来水供水中断。周敏华说，村
里正和供水部门积极对接，重新铺设 1 万多米水管，现在
每天有 100 多名干部群众在挖沟，争取尽快恢复供水。

（记者李凡、汪军）新华社贵阳 7 月 4 日电

第一书记的
“熊 猫 眼 ”

近年来，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积极发展特色精
品民宿产业，让游客享受恬静惬意的山居生活同时，
促进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陕西留坝打造精品民宿
从 7 月第一个周末起，上海豫园原有的“豫园

六点半”集市全面升级，市民和游客享受夏日特色
的“食玩”乐趣。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上海豫园开启夏日“食玩”季

▲在安徽岳西县来榜镇
公山村，汪链在检查村里新
修建的河坝（6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在安徽金寨县桃岭乡

高湾村，蔡瑞（左一）和村干
部们讨论工作（ 6 月 18 日
摄）。 新华社发（胡锐摄）

在安徽岳西县来榜镇
关河村，吴松青在大棚内查
看木耳长势（6 月 24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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