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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习近平《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的讲话》英文单

行本出版发行

游客参观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新华社资料片

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5 月 1 5 日，市民在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休闲漫步。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新华社记者杨金志、袁震宇、郭敬丹、唐弢

　　上海，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
一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断而转移，
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铿锵有力的
声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
点，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
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
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
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火
种；在时空交错中，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

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 年 10 月 31 日，上海，中共一大

会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展柜
前，习近平久久凝视。这是 1920 年 9 月印刷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讲解员说道，
它由一位共产党人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
才保存下来。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这些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是一代又一代中
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党旗前，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
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彰显红色
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都是对
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回想当时场景，
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副研究员杨宇仍
能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如总书记说的
那样，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
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革命
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兴，瞻仰南
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正在上海召开的
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界巡捕袭扰，紧急

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
在船上完成了大会全部议程。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久。当
年全程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得，总书记仔细观
看了馆内的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原定半小
时的参观时间延长到一小时。这里展出的实
物和图片，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印
证，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
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
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
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画外音】
　　“近 5 年有 892 万人次走进南湖革命纪
念馆参观，他们从党史中重温永不忘却的初
心，感悟历久弥新的精神。大党和小船，沧桑
与青春，使命与担当，每一份感动都源于一份
初心。”袁晶说。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

(下转 4 版)

　　新华社贵阳 5 月 16
日电（记者李自良、潘德
鑫、向定杰）数字经济增
速连续多年名列前茅，政
府数据开放、数字治理持
续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集
聚超大型数据中心最多
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贵州，实现从“风生
水起”到“落地生根”再到

“集聚乘势”的精彩“三级
跳”。“引擎”生力，满盘皆
活，“大数据”为贵州经济
发展、政府治理、对外开
放注入了新活力。

转型升级生动力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
综合试验区展示中心外墙
上，有只“数据之眼”，“眼
睛”一眨便可切换场景，每
个场景都是一次借“数”转
型的“蝶变”。
　　经过数字化扫描、识
别后，一个“身高”近 6 米
的机器人便会将药品分
类、码垛，最后通过有轨穿
梭小车精准入库。这是记
者近期在国药集团同济堂

（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看到的情景。
　　“企业未来的核心竞
争力将源自精细化和集约
化水平。”公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建立中药制剂
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公司生产效率提高 20% 以
上，运营成本降低 20% 以上，产品研制周期缩短
30% 以上，产品不良率降低 20% 以上，能源利用
率提高 10% 以上，可新增效益 10 亿元以上。
　　近年来，贵州实施“千企改造”“万企融合”推
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带动 6043 户企
业开展融合，核心应用“上云”企业超过 2 万家。
借“数”转型、乘“云”升级已成为不少传统行业企
业发展壮大的“必选项”。
　　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助推黔货出山，贵
阳信息技术研究院正探索从大数据、区块链等技
术上给予支持。一些猕猴桃、茶叶种植大县也在
运用大数据建立产品溯源系统，让消费者扫一扫
二维码，就能了解产品的产地、生长周期等信息。
　　“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成为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增长极。”贵州省大数据发展
管理局局长、贵阳市委副书记马宁宇说，大数据已
成为贵州市场主体增长最快的领域，涌现诸多新
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政府治理长慧眼

　　“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跑，没有两个月换不下
来。有时候来回跑了几趟，还说缺这个缺那个。”贵
阳市民杨贵敏经营服装店 20 多年，由于经营地点更
换，她多次变更营业执照。以前每换一次执照都是
一次煎熬，“花钱是小事，最怕耽误经营时间”。
　　如今，变更营业执照的办理时间缩短了很多。
走进贵阳市人民政府政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服务
的窗口围成了一个圆圈，“全程帮办”“自助开办”“一
网通办”等十分醒目。
　　“现在足不出户也能办下证照。”贵州望城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办事人员韦一说，从网上提交申
报材料，按提示进行电子签名签章，仅 10 多分
钟，系统就提示审批通过，最后经邮政快递，施工
许可证很快送到手中。
　　记者了解到，贵州在全国率先实现所有政府
部门信息系统网络通、数据通，贵州政务服务网实
现省市县乡村五级全覆盖。移动端“云上贵州多
彩宝”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1400 万，提供高频政务
和民生服务 1400 多项。
　　而这背后离不开数据的汇聚共享。“我们采用
归集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三权分治’模式，谁归集
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府数
据权属问题，明确了数据共享交换机制。”贵州省
信息中心主任何灏说。
　　为方便数据使用部门在浩如烟海的数据库中
尽快找到所需数据，贵州还建设了扶贫、信用等 12
个主题数据库。比如扶贫主题数据库汇聚了 15 家
省直单位、34 个数据项、2.03 亿条扶贫数据资源，
能够为精准扶贫和返贫预警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对外开放显活力

　　“这几年，因为大数据产业的推动，贵州的发
展变化显著。即使在北京，也经常看到关于贵州
大数据方面的新闻，没想到家乡发展那么快。”知
乎创始人周源说。
　　近年来，贵州发挥地质结构稳定、气候凉爽、能源
充足等优势，大力建设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吸引
了包括苹果、华为、腾讯、FAST 等公司或机构的项目
落地，投运及在建重点数据中心 23 个。(下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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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兑现“柴米油盐”之诺
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

安徽：“大智慧”助力奔小康
一项项科技新突破成就人们触手可及的幸福

　　新华社合肥 5 月 16 日电（记者李亚彪、
朱青、马姝瑞）最动人的科技之光，是能够照
亮民生的那一束。
　　从传统农业大省到科技创新策源地，从

“关键变量”到“最大增量”，作为集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等国家战略于一身的安徽，在坚持下好创新

“先手棋”、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同时，不断用“科
技之光”照亮小康之路，把一项项科技新突破，
变成了千家万户触手可及的幸福……

“大智慧”鼓足小康底气

　　“滴……滴……”清晨，在清华大学合肥
公共安全研究院的监控室里，电脑仍在发出
规律的蜂鸣声，这是遍布合肥路面、桥梁、地
下管网的 8 万多套传感设备实时监测的“城
市心跳”。
　　这一“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每天实时采
集 500 多亿条数据，用来预警城市燃气、供
水、路面、桥梁等各类突发险情，守护着整座

城市的安全。
　　据清华大
学合肥公共安
全 研 究 院 统

计，较运行前，合肥全市地下管网事故发生率
下降了 60%，风险排查效率提高了 70%。
　　而科大讯飞研发的“城市超脑”同时也在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运转。疫情期间，“城市
超脑”助力交警在 10 多万辆车辆中快速锁
定“目标车辆”。这些源头核心技术来自安徽
本土的科创成果，一面“顶天”，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一面“立地”，以解决民生所需为出发
点，守护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020 年，安徽全省 8559 家高新技术企
业实现产值超过 1.3 万亿元，高新技术产业
成为经济增长的“龙头”、拉动居民就业和收
入增长的“基石”。同时，科创成果又在基础
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完善、人居环境提升等方
面，为百姓创造出人人共享的发展成果。
　　长期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安徽创新馆馆
长陈林表示，科技创新能力正是安徽近年来
活力增长的源头，也是安徽以“大智慧”锚定
发展的体现。有了经济主战场的稳健增长，
安徽奔小康的步态更显信心和底气。

“接地气”擦亮小康成色

　　走进江淮大地，科技创新带来的高品质生
活每一天都在刷新着人们的想象。（下转 6 版）

　　新华社南昌 5 月 14 日电（记者郭远明、
高皓亮、邬慧颖）江西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
红土地。
　　苏区时期，共产党人在这里提出“我们应
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
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江
西兑现“柴米油盐”承诺，奋力脱贫攻坚，生态
追清逐绿，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
范，不断为红土地的发展增添一道道新色彩。

解决“柴米油盐” 绘出民生暖色

　　“农家乐收入 6 万多元，卖土特产赚了
8000 多元……”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 54 岁
的脱贫户彭夏英站在门口，向记者算着收支
账，喜悦之情在脸上荡漾。
　　神山村山多田少，以前彭夏英夫妻再怎
么卖力，也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唯一的经济
来源就是上山砍竹子、削竹筷，起早贪黑每
天做 3000 多双，挑到镇上卖 60 多块钱。”
　　伴随新世纪脱贫攻坚，神山村启动精准
扶贫，昔日井冈山最偏远的贫困村之一，如今
变身网红打卡乡村旅游点。全村开起了 16

家农家乐，80% 的村民参与乡村旅游，人均年
收入从 4 年前的不足 3000 元到超过 2 万元，
村集体经济收入由几乎为零增至 50 多万元。
　　在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
下一个贫困群众。老区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
康，庄严的承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一个个山村换新颜，一道道脱贫捷报传。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
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机制建立
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2020 年 4 月，随
着最后 7 个贫困县宣布退出，江西 25 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从 2013 年底的 346
万人减至 9.6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9.21% 降
至 0.27%，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彻底解决。
　　一笔笔脱贫账单映着老区同步奔小康
的民生暖色。2013 年以来，江西累计对贫困
家庭学生 1263.18 万人次发放资助资金
286.13 亿元，实现无失学辍学；施行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补充保险“四道保
障线”，2259 个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均实现

“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1686 个
定 点 乡 镇 卫
生 院 均 开 通
门诊统筹；
（下转 8 版）

神 州 巡 礼

“湾”有引力，在“中国
第 一 湾 ”遇 见 未 来

（3 版）

写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签署 4 周年前夕

红色足迹

  【开栏的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从沂蒙老区到湘江战役纪念园……习近平
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大江南北。5 月 16 日起，新华社开设“新思想引
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以融合报道方式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
迹”，重温红色圣地革命历史，反映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改变当地面貌、
改善民生福祉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