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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2021 年即将到来之际，
中欧关系迎来高光时刻———
双方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
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习近平
主席高度评价谈判成果，为深
化中欧合作、共促世界发展繁
荣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
动力。
　　极不平凡的年份，见证中
欧迎难而上、开放合作的战略
定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深刻交织、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越来越多的背景下，双方
如期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预
期目标，达成了一份平衡、高
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
这一成果，展现了中方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
不仅利在中欧，也将为拉动后
疫情时期世界经济复苏、构建
开 放 型 世 界 经 济 作 出 重 要
贡献。
　　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
判，得益于双方领导人的远见
卓识，顺应了合作共赢的时代
潮流。今年以来，中欧高层始
终保持密切沟通，习近平主席
多次与欧盟及成员国领导人
举行视频会晤或通电话，为中
欧投资协定谈判掌舵领航。
从对话协商缩小分歧，到如期
完成谈判，事实充分表明，中
欧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
于分歧。只要坚持相互尊重、
对话协商，双方合作就能不断
取得新突破，开辟新局面，迈上
新台阶。
　　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谈
判，彰显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坚定决心，体现了中欧互惠
互利的现实需要。中欧产业利
益相互交织、高度融合，经贸合
作在疫情下展现出强大韧性。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欧洲企业纷纷扩大在华投资，中
国业务成为不少企业保持盈利
的关键所在。当前，中国已成为
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欧地理
标志协定》即将生效，一份平衡、
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定，
必将为中欧相互投资提供更大
的市场准入、更高水平的营商环
境、更有力的制度保障、更光明
的合作前景。
　　中欧如期完成投资协定

谈判，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时代强音，
展现了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责任担当。尽管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但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携手欧盟在内的各方推动多边合作，共建开放
型 世 界 经 济 。 从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签署，到中欧完成投资协定谈判，这是多边
主义和开放合作的重大胜利，也是共渡难关、共同发
展的人心所向。
　　七载协商，终成正果。完成谈判是中欧投资协
定落地生根的重要一步，后续议程仍需双方共同努
力。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两大
市场、两大文明，定能抓住机遇、积极作为，打造更具
世界影响力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担当世界和
平进步的合作建设者。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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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晓阳　　
  
  白水港村 360 名渔民，是湖北省宜都市枝
城镇 9.4 万父老乡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
祖祖辈辈以捕鱼为业，喝长江水，吃江中鱼，被
称为浪尖上的“舞者”。
　　为了长江生态的修复与保护，他们舍弃
了 240 多年来的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
创业者。2020 年 8 月，白水港村完成渔民上
岸转产安置；2021 年 1 月 1 日，他们将和长
江流域 20 多万渔民一样，正式退出捕鱼这个
古老的职业。
　　作为一个在枝城镇工作 13 年，在镇主要
领导岗位上工作 10 年的基层干部，我经常和
渔民们打交道，很多人的情况已相当熟悉。我
见证了渔民们的艰辛与勤劳，禁渔退捕的彷
徨无奈和酸甜苦辣，也感受到小渔村的沧桑
巨变、渔民们经历阵痛后的收获与幸福。
　　此时此刻，我百感交集，有无数的话想
说，却不知从何说起。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致敬，浪尖上的“舞者”。
　　致敬，首先源于他们曾经生存的艰难和
无私付出。最初接触这个群体，是在 12 年前，
我被渔民生产的艰辛和生活的艰难所震撼。
当时，刚刚从市里到基层工作的我分管信访
维稳工作，一份白水港渔民反映“长江水质恶
化、渔业资源减少、渔民生活困难”的联名上

访信，批转到了我案头。看到信访件上的
100 多户签名，我心里相当压抑。组建专班
调查后，我的心情更加沉重。
　　那时，许多渔民还过着“月黑见渔
灯、孤光一点萤”的生活，他们以船为家、
耕波犁浪，“一艘渔船一个家，养女不嫁
白水港”。随着长江渔业资源逐渐萎缩，
渔民们下水无鱼、上岸无地，基本生活、
养老、子女教育都成问题，渔民成了生活
最困难、情况最复杂、矛盾最突出的一个
群体。
　　了解到他们的困难，我们力所能及地给
予帮扶：加快落实渔民的被征地农民待遇，发
放生活困难补贴，符合低保的对象纳入保
障……直到 2008 年底，市镇分类纾困解难，
渔民群体上访才告一段落。但是，渔民们的生
活仍相当困难，时常令我揪心。
　　近几年，长江大保护成为国家战略，长
江逐渐开始禁渔，渔民们将永久告别渔舟
泛波的生活。禁渔后，渔民们怎么办，我们
的工作该怎么做？一趟趟入户宣讲、一场场
技能培训、一轮轮企业招聘、一批批退捕兑
现……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三级工作
队连轴转，360 名渔民从无奈迷茫到理解
支持，白水港 186 艘渔船逐渐上岸。
　　致敬，因为渔民们的不等不靠、自强不
息。年近六旬的刘成志成为率先转产的渔民
户。他把渔船上交村里后，到附近的华新水
泥有限公司干起了劳务工。同样每天早出晚
归，老刘活儿干得格外带劲。他说，“比起过
去的风里来雨里去，岸上的安全更有保障。”
　　在老刘这样的老渔民带动下，目前在

企业就业及灵活就业人员达到 251 人，占
全村渔民的近七成。
　　致敬，缘于渔民们的大爱和感恩。在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渔民段启柱主动请缨，
到村口的交通卡口执守，一干就是 30 多
天。段启柱的一个长辈开着老年代步车强
行冲卡，他硬是用身体给挡了下来。他说：

“不是我要同您过不去，既然我站在这里，
就要负责到底！”妻子每天都提心吊胆，“现
在别人都不出门，你却在外面执勤，接触这
么多人不安全吧？”段启柱对妻子说：“国家
现在有困难，如果都怕危险，疫情防控谁来
做？”
　　致敬，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心中有光，
脚下就有路。我们忘不了白水港渔民在“共
抓大保护”中的舍弃与付出。两年来，我们
还接连打响了非法码头整治、规模养殖场
关闭、化工产业转型等系列攻坚战，长江干
线枝城段生态修复和城区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全面实施。通过还绿于渔民、还水于渔
民，建成滨水湿地 82 亩、生态绿道 3.2 公
里；同时在乡村振兴中擦亮文化底色，“白
水渔村陈列室”“渔民驿站”成为渔民们讲
述渔村故事、传承渔民文化的新去处。
　　枝城，这个昔日的化工重镇正在蝶变为
生态新城；白水港村，这个百年渔村也已摆
脱贫困，奔向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我坚信，只要我们传承发扬“起早贪黑、
风雨同舟、鱼米满仓”的白水港渔民精神，这
群浪尖上的“舞者”一定能够跳出一场人鱼
共生、人水和谐的交谊舞，不负这个伟大的
新时代。（作者为宜都市枝城镇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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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张典标

　 　 近 日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会 议 在 北 京 举
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强
调 ，全 党 务 必 充 分 认
识 新 发 展 阶 段 做 好

“三农”工作的重要性
和 紧 迫 性 ，坚 持 把 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
全 党 工 作 重 中 之 重 。
这 一 重 要 论 述 ，体 现
了我党深厚的人民情
怀 ，也 体 现 了 中 央 对

“三农”工作的清醒认
识和准确判断。
　　在我国绝对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
部摘帽、脱贫攻坚取得
重大胜利的历史关口，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出
的这一论断尤为及时。
此前，记者在一些贫困
县采访时，曾听到一种
声音：完成脱贫攻坚之
后，扶贫政策保持总体
稳定、不会“急刹车”，但
农村工作整体可以稍微
缓一缓，歇一歇，应该把
更多精力放在县城里。
一些人认为，自脱贫攻
坚战启动以来，大量资
源投向农村，县城基础
设施建设脚步放缓，比
如一些主街道没有翻新
扩宽等，接下来该好好

“补欠账”了。
　　及时解决县城建设
的欠账，是必须的。但
要警惕的是，这种想法
说明一些人误以为现在
农村发展已经达到了相
当高的水平，可以暂时
缓一缓，甚至重回过去

“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
思路了。
　　不难发现，这种想法背后的“小历史
观”和“小发展观”——— 认为“三农”工作
只是脱贫攻坚这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农业、农民和农
村问题，而没有把“三农”问题和工业化、
城市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
也没有看到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
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
　　翻看我党近百年的历史就会发现，
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践的思想
结晶。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
史性转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
村、农民问题。
　　必须看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全面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
亚于脱贫攻坚。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县委书记要把主要
精力放在“三农”工作上，当好乡村振
兴的“一线总指挥”。
　　回首来时路，我们党组织推进人
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
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了历史
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们必
须继续对“三农”形势保持清醒认识，
思想不放松、工作不松懈，继续经受住
各种风险挑战，如此才能取得新的历
史性成就。

新华社记者郝晓静

　　此刻，也许你还在埋头加班，也许你已踏上
归途……
  窗外，夕阳西沉，晚霞满天；路上，万家灯火，
荡漾心田。
  转眼又是一年……
　　许多人说，从来没有如此热切期盼新的
一年，是因为 2020 ，我们走得太不容易、太不
平凡。
　　过去的一年，我们历经千辛、不言放弃。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每个人的生活日
常。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

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人没有慌！全国上
下众志成城，坚定了我们战胜疫情的信心。每
一位中华儿女竭尽努力、守望相助——— 中国
人民挺了过来！
　　过去的一年，我们风雨兼程、接续奋
斗。从攀爬“天梯”出行的“悬崖村”，到溜索
过江的怒江小村庄，再到“不具备人类生存
的基本条件”的西海固……被贫困长期困
扰的人们，脸庞舒展，笑容绽放。党的十八
大以来，832 个贫困县，9899 万人，数字的
背后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脱贫故事。
　　过去的一年，我们不畏险阻、勇往直
前。书写一个又一个新成绩，创造属于特殊
年份的不寻常记忆：8848.86 米，定义了珠
穆朗玛峰的新身高，也测出了中国科技创
新的高度；10909 米，“奋斗者”号潜水器的
成功坐底，在马里亚纳海沟留下了中国载

人深潜新纪录；嫦娥五号月球采样、天问一
号飞向火星，奏响中国航天探索星空的动
听乐章。“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
愿景变成现实。
　　这些壮举注定为极不平凡的 2020 年
作历史的注脚，而更该铭记的是 14 亿人的
不懈奋斗。“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有风平浪
静，也有波涛汹涌。我们不惧风雨，也不畏
险阻。”每一个中国人奋斗的身影，都汇集
成祖国前行的强大力量。让奋斗不息的赞
歌，拂过你我的脸庞，传扬每一个角落，在
神州大地久久回响。
　　时间的画轴，不徐不疾，以它固有的节奏
向前铺展。中国人习惯以五年为一个节点结绳
记事，打在 2020 年的这个结，既是过去一年的
总结，更是新一年的起始符。2021 年，我们将迎
来一个大事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斯为肇始，中国从革
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强盛，用奋斗开启复兴的
伟大征程。
　　从百年维度看，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被
赋予更深的内涵和责任。将个人的成长融入
时代发展的大潮中，民族复兴的伟业中，你
我他，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加起来就是中国梦
的模样；你我他，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拼起来
就是中国梦实现的进程。
　　一切更向好，过往皆序章！新的一年，
让我们用辛劳和笃实，感受轻甜和微苦的
生活气息；用拼搏和奋斗，寻踪初心和梦想
的精神力量；用坚定和勇毅，续写属于每一
个人的壮美篇章。
　　当 2021 年第一缕曙光把你唤醒，一个
崭新的开始将因你的奋斗而澎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1 日电

2021，星辰大海，春暖花开！

本报评论员易艳刚
　　
  周而复始，万象更新。极不平凡的 2020
年已经翻篇，新世纪又一个十年正式启幕。
回望过去这一年，有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快到与疫情有关的日子就像一场梦；有时
又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慢到这一年里的所
见所闻仿佛都轮廓分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 2020 年的状

态，“很拼”二字对很多人来说都足够贴
切。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个人的计划，打乱了企业的节奏，甚至
一度让很多城市都按下了暂停键。在看
不 见 硝 烟 的 抗 疫 前 线 ，从 援 鄂 医 护 人
员、社区志愿者到普通民众，都在奋力
与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在疫情防控渐趋平稳之后，当全社
会吹响复工复产的号角，千千万万的劳
动者又开始了新的拼搏。不同地域、不
同行业的人都铆足了劲，要把因疫情耽
误的时间给补回来。正是凭着这股“很
拼”的劲头，一系列扶持政策迅速转化

为 发 展 动 能 ，中 国 成 了 全 球 唯 一 实 现
GDP 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这种“很拼”的状态，体现在方方面
面。在抗洪抢险的堤坝上，为了不让刚从
疫情中缓过劲的群众受灾，年轻的战士
们拼尽全力守护江河安澜；在科研攻关
一线，为了摆脱被人“卡脖子”的困境，科
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推进“科技自强”；在
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百万扶贫干部和困
难群众同样很拼，一起提前 10 年完成了
联合国制定的减贫目标……
　　“平凡铸就伟大，英雄来自人民。每个
人都了不起！”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2021 年
新年贺词时，高度肯定了过去这一年拼搏
在各条战线的人们。正是每一个平凡中国
人只争朝夕、众志成城、坚忍不拔，汇成了
推动国家不断前进的动力，让中国交出了
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
的答卷。
　　当时间进入 2021 年，有些国家仍深
陷于新冠疫情的泥淖，有些国家仍处在战
争阴影之中，有些国家仍在摸索减贫之
策。我们在保持自信的同时，也必须坚持
自省，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
继续“很拼”的状态。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必须牢记总书记说的八个字：征途漫
漫，惟有奋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回望
来时路 ，正是无数革命先贤的奋斗 ，为
我们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 ，我们还要继
续奋斗，勇往直前，一步一个脚印，将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擘 画 的 蓝 图 逐 步 变 成
现实。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新的一年，踏上
新征程，我们会有新的机遇，也会有新的
挑战，每一个人都要保持“很拼”的状态，
继续奋斗，继续披荆斩棘，创造更加灿烂
的辉煌。

继续奋斗，创造更加灿烂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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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春节临近，走访慰问是机关单位的“必选动
作”。无论是慰问老党员、老干部，还是慰问困难群众，
都是一件温暖人心的好事。然而，一些地方出现的“包
装式慰问”，让关怀变了味。
  “层层陪同式”慰问，让困难群众无所适从。个别机
关领导下基层慰问，先到乡镇转一圈，乡镇相关部门立
即组织干部陪同；再到村社，村社又组织村干部陪同。
兴师动众地“慰问”，往往还引得左邻右舍前来围观。
  对此，有领导竟自豪地说，“走访慰问就是要达到
这样的轰动效果。”真不理解，到底是要达到什么效果？
是让困难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还是
让围观群众看见领导“亲自”来慰问？恐怕干群之间存
在着两种答案。
  “装裱式”慰问，中看不中用。有的拿着一个偌大的
单位信封，里面装的却是 200 元慰问金，群众拿在手里
就像是个木偶穿着一条喇叭裤；有的在慰问品包装盒
上印字喷图，给印刷公司的费用甚至超过慰问品自身
价值。在慰问品、慰问金上如此卖力地做宣传，主要就
是为了留痕，彰显“我做了什么”。
  至于在慰问车身两边打上“送温暖下乡”，车前打
条幅，用高音喇叭宣传等敲锣打鼓式慰问，那就更容易
遭人诟病了。
  年终慰问，就是“回家看看”。只要把慰问对象当亲
人，就会少一些虚张声势，就会捧出一颗为民之心来，
多一些“归心似箭”，少一些“到此一游”，情不自禁地手
拉手，膝触膝，心贴心，带着干群所思所盼所愿而回。这

样的慰问不仅是在节
假日，平时也应该有。

“常回家看看”式慰
问，才是“真温暖”。

慰问不在“调门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