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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满是破洞的棉衣、
一双无法覆盖双脚的布草
鞋，静静陈放在中国共产党
历史展览馆。
　　 80 多年前，一支衣着褴
褛、装备简陋的队伍，像地球
的红飘带一样穿越了中国大
地的险山恶水，冲破了敌人
的围追堵截，完成了一次开
创 新 局 的 伟 大 远 征 — ——
长征。
　　双脚丈量大地，鲜血铸
就河山。600 余次战役战斗，
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 40 余
座高山险峰，穿越茫茫草
地……这是惊天动地的革命
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
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
峨丰碑。中国共产党人和红
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
伟大长征精神，是长征留给
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
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
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
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
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
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
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
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
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
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坚定理想信念

　　党岭山，高 5000 多米，
红军长征翻越的雪山之一。
　　茫茫雪地之中，一只胳膊直直伸
着，胳膊的主人却早已冻僵。掰开这名
战士紧攥的拳头，一本党员证和一块
银元赫然出现在眼前。
　　“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 年 2 月入
党。”党员证宣示着他的身份，一块银
元成了他最后一次交的党费。
　　这是一段平均每 300 米就有一名
红军牺牲的征途。湘江战役、强渡大渡
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鲜
血铺就二万五千里，留下了“金色的鱼
钩”“七根火柴”等无数感人至深的
故事。
　　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是崇高的
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
一路向前。他们不怕艰难险阻甚至流
血牺牲，捍卫着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根本利益。
　　 80 多年来，伟大的长征精神从未
湮灭。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美
援朝到抗震救灾，从脱贫攻坚到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共产党人每每挺身
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谱写气壮山河
的精神凯歌。
　　 2019 年，因为一次山洪，扶贫干部
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30 岁。去
世前 3 个月，她曾发布一条朋友圈，纪
念自己驻村满一年：“我心中的长征！”
　　在广西乐业县百坭村担任驻村第
一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黄文秀步履
不停为乡亲们奔走，带领 88 户共 418
人脱贫。山路太远，为了提高工作效
率，她将私家车开到村里当工作车用。
驻村满一年那天，汽车的里程数正好
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
　　像黄文秀一样信念坚定、无怨无
悔的奉献者不胜枚举。在脱贫攻坚征
程上，有 1800 多人牺牲；近代以来，为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
烈士，约有 2000 万——— 他们大多数是
共产党员。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怀揣坚定的理想信念，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一心、
艰苦奋斗，彰显出不畏艰险、排除万难
争取胜利的宝贵品格。

一切从实际出发

　　长征的过程，不仅是战胜敌人、赢
得胜利、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而且是
联系实际、创新理论、探索革命道路的
过程。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
鱼。”从出发时的 8.6 万多人锐减到 3
万多人，湘江战役给红军带来了惨重
的损失。残酷的现实说明，博古、李德
等人的错误指挥无法领导党和红军完
成历史使命。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召开，事
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
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
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在这之后，“四渡赤水出奇兵”“调

虎离山袭金沙”……同样
一支红军，从被动挨打，到
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并夺取战略转移的主动
权，离不开共产党无所畏
惧的伟大实践精神与浴火
重生的伟大创造精神。党
在血与火中蹚出了一条走
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
道路。
　　百年来，在多少个路口，
中国共产党用理论联系实
际，开辟出新的伟大道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彻底改变了近
代以后 100 多年中国积贫
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
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
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实现新中
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
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党和国家事
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迈入新时代……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中国共产党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带领中国
人民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7 月 6
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
党领导人峰会上指出，“历
史和实践已经并将进一步

证明，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
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这条光明大道
走下去，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

　　“为什么我们家没有门？”
　　“门板被你爷爷拆下来给红军
搭桥了。”
　　这是红军后人刘光沛幼年时与
母亲的对话。红军长征出发时，江西
省于都县百姓主动送来门板、床板，
甚至寿材，几乎家中所有可用的木
料都用来搭设了浮桥。通过 8 个主
要渡口、5 座浮桥，红军渡过于都
河，踏上了漫漫征途。
　　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
群众为什么靠得住？
　　“红军来了，肚子能吃饱。”瑞金
市云石山乡的老百姓说，红军“打土
豪、分田地”，还帮忙解决生活困难；
　　毛泽东带领红军战士挖了一口
井，解决了沙洲坝老百姓喝水问题，
老百姓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

“红井”；
　　 3 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徐
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
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
了……
　　以真心对待人民，人民也会还
以真心。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
的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王义桅说，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
特殊的利益，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因此也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
的衷心拥护。
　　回望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
史，一部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历史。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小
康社会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面
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国
3900 多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抗疫
一线，近 400 名党员、干部为保卫人
民生命健康献出宝贵生命……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
人民、力量在人民。百年来，我们党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民
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的精
神品格从未改变。一路走来，党也依
靠人民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创造了
众多人间奇迹。
　　以史鉴今，砥砺前行。站在历史
的交汇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
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前路光明，共产
党人必将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传承长征精神，中华民族必将以
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记者张千千）
   新华社北京 7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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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昆明 7 月 15 日电（记者
庞明广）“姑娘们想我了，我得赶快回
学校，守着她们学习。”在人民大会堂
荣获“七一勋章”、参加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后，云南丽江华
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
桂梅急匆匆从北京赶回华坪。
　　 64 岁的张桂梅，步履蹒跚，双手
贴满止痛膏药，却无时无刻不挂念着
她的学生。“让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
有路、眼前有光。”张桂梅以弱小的身
躯，燃烧自己，点亮了大山女孩们的人
生梦想。

一所托举希望的学校

　　 6 月 23 日，云南省 2021 年高考
分数线公布，张桂梅的手机响个不停。

“姑娘们来给我报喜了。”她滑动着手
机屏幕，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华坪女高有 150 名高三毕
业生参加高考。自 2008 年建校以来，
这所位于华坪县城边一座小山包上的
学校，累计让近 2000 名女孩考上大
学，学校本科上线率、一本上线率稳居
云南省丽江市前茅。
　　【“我有一个梦想”】
　　托举起无数希望与梦想的华坪女
高，曾是张桂梅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张桂梅原本和丈夫一起在大理一
所中学教书。1995 年，丈夫因胃癌去
世。不久后，张桂梅主动申请调到偏远
的丽江市华坪县工作。
　　到华坪县教书后，张桂梅发现一
个现象，许多女学生读着读着就不来
了。“有的被叫回去干农活，有的是父
母收了彩礼，让孩子辍学结婚。”
　　 2001 年，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成
立，因为张桂梅在当地教书小有名气，
捐款的慈善机构指定要她当院长。担任
院长后，她逐一了解福利院孩子们的身
世发现，不少女孩并非孤儿，而是被父
母遗弃的。
　　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更让张桂
梅心痛不已。
　　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呆坐在路
边，忧愁地望着远方。张桂梅上前询问
得知，父母为了 3 万元彩礼，要她辍学
嫁人。“我要读书，我不想嫁人……”女
孩一直哭喊着。张桂梅想带女孩走，但
女孩母亲以死相逼，她只能无奈放弃。
　　目睹一幕幕悲剧，一个梦想渐渐
在张桂梅心中萌发——— 办一所免费女
子高中，让大山里的女孩都能读书。
　　【曾遥不可及的办学梦终圆】
　　办一所学校困难重重。为筹款办
学，她曾连续几个假期去昆明街头募
捐。她把自己的荣誉证书复印了一大
兜，逢人便拿出来请求捐款，可换回的
却是不理解和白眼。
　　 2007 年，张桂梅的梦想出现转
机。那年，她作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到北
京开会。一天早晨，她正匆忙赶往会场，
一位女记者突然把她拉住，悄悄对她
说：“摸摸你的裤子。”张桂梅一摸，羞得

脸通红，她的牛仔裤上有两个破洞。
　　“我平时家访走累了，经常席地而
坐，裤子不知啥时磨破了。”张桂梅说。
那天散会后，她和这位记者一直聊到
深夜。没多久，一篇《“我有一个梦
想”——— 访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
中学教师张桂梅代表》的报道播发，她
的梦想受到全国关注。
　　 2008 年，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
支持下，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
中——— 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成
立。2008 年 9 月，华坪女高首批 100
名学生入学。

一双贴满膏药的手

　　【日常管理、假期家访　日复一日
不停歇】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
梅双手贴满止痛膏药，让无数人心疼
不已。华坪女高建校 13 年来，她就像
不知疲倦的陀螺，日复一日从不停歇。
　　多年来，她一直住在学生宿舍。每天
清晨 5 点多，学生还在熟睡，她就要从床
上爬起来，第一个来到教学楼，打开楼道
的灯；白天巡课，监督学生做操、自习；直
到深夜，学生都已入睡，她才拖着疲惫的
身躯，躺倒在宿舍的单人床上。
　　每年寒暑假，张桂梅一天都不闲
着。利用假期家访，是她教书几十年来
的习惯。今年 2 月 6 日，华坪女高放
寒假。当天，张桂梅便从学校出发，开
始到高三学生家里家访。
　　张桂梅说，华坪女高的学生大多
来自山区，家庭条件普遍较差。“高三
是高考冲刺关键期，我只有家访才能
充分了解、帮助解决她们家庭的困难，
让她们没有后顾之忧专心学习。”
　　华坪女高成立以来，张桂梅已家
访超过 1600 户，行程 11 万多公里。

　　【长年累月过度操劳　身患多种
疾病亦无悔】
　　学校办学头几年，她还可以跟着
学生们跑操。但长年累月的过度操劳，
让她的身体渐渐不堪重负。
　　她数次病危入院抢救，体重从
130 多斤掉到 90 斤。在一份诊断书
上，医生密密麻麻给她列出了骨瘤、血
管瘤、肺气肿等 20 多种疾病。
　　张桂梅的右臂有一个长了多年的肿
瘤，她在华坪县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女儿
李光敏一直劝她做手术，可她一直不肯。

“做手术要休息 1 个多月，老妈就是怕没
她盯着，学生成绩下滑。”李光敏说。
　　今年 5 月 4 日早晨，李光敏突然接
到张桂梅电话，说自己风湿病犯了，脚
背肿得老高，走不动路。李光敏赶忙骑
着电动车把老妈送到医院。
　　到了医院，医生反复叮嘱：“这个药
打起来非常疼，要慢慢输液。”可张桂梅
却悄悄把针水速度调到最快。本来三个
小时才能打完的针水，她两个小时就打
完，随后急忙让女儿送她回学校。
　　“真希望老妈别那么逞强，她一辈
子为了学生和我们操劳，心里完全没
有自己。”李光敏说。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
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
张桂梅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说。

一种润物无声的信仰

　　【每周一次全校思政课】
　　华坪女高每周有一堂全校的思政
课，学生们坐在院子里，由张桂梅统一
组织学习。她会给学生讲革命先烈的
事迹，带着学生读党章，有时还会讲起
创办女高的艰辛经历。
　　“红米饭南瓜汤，挖野菜也当
粮……”华坪女高毕业生、丽江市永胜

县公安局民警陈法羽至今还清晰记
得，入学第一天，张桂梅就带着学生一
起学唱这首歌。“唱完后，张老师对我
们说，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至少
还能吃饱饭，比起红军吃草根、树皮，
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张老师用她的一言一行，教会了
我们自强、感恩、奉献。”陈法羽说，在
一首首革命歌曲、一个个英雄故事的
熏陶下，学生们更加懂得新中国的来
之不易，更加珍惜在华坪女高的学习
机会，加倍努力学习。
　　【年轻人正接过接力棒】
　　如今，华坪女高的毕业生已遍布
全国各地。“许多学生告诉我，上大学
后第一件事就是申请入党，要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毕业后哪里需要
就到哪里去。”张桂梅说，女高学生有
的成为乡村教师，有的成为乡镇卫生
院的医生，还有的主动报名到艰苦地
区当兵。
　　 2020 年 9 月，张桂梅接到两名
学生的电话。在大连读书的冉梦茹和
在桂林读书的刘敏相约去西藏当兵。
几个月后，两名学生正式入伍。
　　“我很心疼她们，但这更让我坚
信，我们的教育是对的，我们没有辜负
党的嘱托，我们要培养的是合格的社
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张桂梅说。
　　受张桂梅精神所感染的不只是
学生，还有学校的老师。年轻教师勾
学华，婚礼当天早上还在上课，中午
办完婚礼后，晚上又赶回来给学生上
课；教师韦堂芸脚踝受伤，因担心学
生高考，每天坚持拄着双拐来教室上
课……
　　“学生们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有
能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把革命先
辈的旗帜传扬下去，这就是我对她们
的期望。”张桂梅说。

“校长妈妈”张桂梅：燃烧自己，点亮梦想

  6 月 29 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
这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向青少年致意。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摄

　　据新华社广州 7 月 14 日电（记
者丁玫、毛一竹、温竞华）七月盛夏，正
是水稻种植季节。皮肤晒得黝黑的冯
建伟开着一辆拖拉机在田间耕作，三
五成群的白鹭翩翩飞过，勾勒出一幅
生动的夏日农耕图。
　　今年 35 岁的冯建伟大学毕业后
辞去了白领工作，回到家乡广东省中
山市南朗镇左步村，成为一名“新农
人”，一干便是 9 年。起初，他和父亲耕
种的农田只有几十亩，到现在已经发
展到 160 多亩，亩产可达 1000 多斤。
　　除了种田，冯建伟还在村里开发
了钓鱼、钓虾、烧烤等农家乐项目，吸
引了不少珠三角游客。
　　“干农活让我觉得很充实。”冯建
伟说，通过探索引进“稻虾共作”“鸭稻
共养”等创新模式，他种植的无公害水

稻，颇受市场欢迎。一年干下来，到手
能有 10 多万元的收入，并不比以前
做白领时赚得少。
　　拥有悠久历史的左步村，是孙中
山先生的祖居地。据左步村党支部书
记林庆标介绍，左步村原有常住人口
2000 多人，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年轻
人外出经商、打工，只剩下 1000 多
人，一度成为“空心村”。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
下，中山市南朗镇积极开展“归雁行
动”，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归巢”，
为家乡发展注入新活力。
　　左步村乡间稻田旁，一幢玻璃书屋
映着阳光格外醒目。这个乡下图书馆来
自于“95 后”海归青年徐家杰的创意。
　　 2019 年 11 月底，玻璃书屋刚一
开张就爆满。除了村里的孩子，还有不
少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接下来徐家
杰又开设了新的阅览室和餐厅，还承
接了镇政府的“430 课堂”，由放假回
村的大学生担任辅导老师，为下午 4

点半放学的孩子提供课后辅导。
　　“对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份工
作，还寄托了我们建设美丽乡村的心
愿。”徐家杰说。
　　在华南农业大学学习平面设计的

“00 后”青年罗嘉豪去年 6 月回到左步
村，和姐姐一起开办了“大树咖啡馆”。
　　罗嘉豪告诉记者，旅游旺季时，这家
小小的咖啡馆一天能卖出两三百杯咖
啡。从镇政府到村委会都给予创业青年
很多支持，开店成本远远低于大城市。
　　“很多创意是大家聊出来的。在村
里一起创业的年轻人，形成了互相激
励的团队氛围。”罗嘉豪说。作为回馈，
经营店铺之余，姐弟俩也为村里设计
了宣传画册，提升家乡的知名度。
　　过去，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党员老龄
化的现象突出。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冯建伟去年
入党，徐家杰今年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走进中山市小榄镇永宁社区，只见
街道宽阔干净、车水马龙，一幢幢小楼

鳞次栉比。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永宁
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李汉章就带领全村
发展集体经济，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村集体年收入已超
千万元。今年，永宁社区迎来了历史上
最年轻的党委班子，包括 2 名“80 后”
和 2 名“90 后”，接力棒传到了年轻一
辈的手上。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为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指引了方向。我
们将用新的管理思维和理念，更好地
适应新时代、面对新挑战，带领永宁继
续走好共同富裕的道路。”38 岁的永
宁社区党支部副书记伍志昌说。
　　 2021 年村级换届期间，一批有
能力、有想法、想干事的本地 30 岁以
下优秀青年被选入村（社区）“两委”干
部队伍，为乡村振兴积蓄梯队力量。
　　“年轻人是乡村振兴的希望。”南
朗镇有关负责人说，年轻人回到家乡
干事创业，让农村的经济业态更加丰
富，让文明新风吹进了千家万户。

从“涣散村”到“同心村”，村里的年轻人回来了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七一勋章”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