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2021年 1月 29日 星期五

责编/版式 薛保琳 邹立萍

甘厚美老人如今最喜欢的，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坐
着轮椅去秋收广场晒晒太阳，回忆往昔峥嵘岁月。

1927 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大成村的
他，与秋收起义“同龄”，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讲述秋收起
义的故事。

大寒时节，万物蛰藏，文家市镇的秋收广场愈显庄
严肃穆。

广场东南方，以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万里长
城、毛泽东诗词《西江月·秋收起义》为主要元素的“光
辉起点”红旗雕塑异常醒目，展示着这个湘赣边乡镇的
红色基因。

1927 年，大革命宣告失败后，中共中央纠正右倾机
会主义错误，走上独立自主、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
斗争之路，并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
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内的红军标语走廊上，
一条条革命标语依稀可辨——“工农兵团结起来实行
武装暴动”“工农武装起来组织工人纠察队”“拥护中国
共产党”“红军万岁”。这是秋收起义前后湘赣边界工
农运动风起云涌的生动写照。

1927 年 9 月 9 日，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共 5000 余人分别从江西修水、安
源、铜鼓起义，计划从三个方向合攻长沙城。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描述：“军叫工农
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
霹雳一声暴动。”

然而，由于敌强我弱，各路起义进攻受挫，起义部
队人数锐减至 1500 余人。时任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
记的毛泽东当机立断，于 9 月 17 日命令各团向浏阳城
东南的文家市集中。

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
敌委员会会议，提出放弃进攻长沙，到敌人统治力量薄
弱的农村去发展。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毛
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从
此，中国革命踏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
路，星星之火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建设了一
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
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党组书记、文家市镇

党委书记谢波表示，作为秋收起义会师地，文家市镇有
着光荣的革命历史，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也度过了
漫长的艰苦岁月。如今，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文家市老
区群众正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通过因户施
策，积极发展产业扶贫项目，我们镇 555 户贫困户已稳
定脱贫。”谢波说。

文家市镇是浏阳市首个财税收入过亿元的乡镇，
但其下辖的岩前新村由于地处偏远、人均耕地面积少、
林地开发率低，曾是省定贫困村。张运通家更是村里
最贫困的家庭之一，“最困难的时候，看病都没钱”。

2014 年，张运通家被纳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贫困
户。当地党委政府首先为他申请危房改造补助，建成

新房。有养蜂经验的张运通还拿到了贴息贷款，逐步
扩大养蜂规模，2015 年顺利脱贫。如今，他已开上小轿
车，家里日子越过越红火。

从 小 接 触 红 色 文 化 ，甘 厚 美 1948 年 踏 上 革 命 道
路。在解放战争九死一生的战火硝烟里，他立下一等
功 1 次、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 次。退伍后，甘厚美扎根
湘赣边，在文家市搬运队、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
馆、文家市煤矿等基层单位默默奉献。

“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很多老党员、老战士都
牺牲了，绝不能忘了他们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英勇贡
献。”甘厚美时常教导儿孙，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不忘
来时路。 新华社长沙 1月 28日电

从此，星火燎原—带你走进秋收起义会师地文家市
新华社记者 谭畅 刘良恒

这是1月26日在湖南省浏阳市文家市镇拍摄的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1月 26日，游人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这是 1月 26日拍摄的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一角。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上接第二版）
聚焦“六新”，重点突破。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时提出“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
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的重大要求，为
全省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六新”
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
动、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最新理论成果。“六新”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带动，各
种创新要素深度融合，各类创新形式深度交互，各类
创新活动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

“新基建”是强基础、利长远的战略性、先导性、全局
性工程，在“六新”中处于核心位置，新技术特别是关
键核心技术事关创新发展的主动权，“新材料”和“新
装备”是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新产品”和“新业态”
是新经济的重要载体。我们要深刻理解“六新”的丰
富内涵和内在逻辑，围绕实现“六新”突破，在新基建
上抢先布局，在新技术上勇于突破，在新材料上稳步
提升，在新装备上提档升级，在新产品上打造品牌，
在新业态上加快培育，为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

围绕创新，构建生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的创新导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
大步伐。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全力打造一流
创新生态的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创新驱动、科教
兴省、人才强省战略，强化顶层设计，聚焦重点领域，
集聚创新要素，一年架梁立柱，三年点上突破，五年
基本成型，全面构建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潜力和动
力的创新生态，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生态，打造创新生
态技术体系，拓展激活创新人才队伍，增强财税金融
对创新的支撑，改革重塑创新制度文化，推动产学研
用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建立“一把手”
抓创新的工作机制，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十四五”创
新发展规划，以一流的创新生态引领全省经济高质
量转型发展。

完善制度，保驾护航。制度建设事关全局、根本
和长远，要针对创新全链条中各个环节的政策需求，
加快构建适合创新创业规律、人才发展规律和科研
管理规律的政策法规体系，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的
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推进科技创新。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
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抓好赋予科研机构和人
员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一
系列重大政策文件要求，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
效，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潜能。加快推进
山西省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条例落地生根，坚持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产业创新
为重点，创新人才制度和政策，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建立和完善支持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发，全面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强省建
设，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凝聚创新发展强大合力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是我们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要深刻领会新发展

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
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推进以科
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凝聚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让创新成为我省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

科学把握新阶段，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当今时
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创新的广
度、深度和高度不断延伸，创新活动日益趋于复杂、多
元和不确定，应对机遇与挑战的新变化，需要准确把
握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始终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
实践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科技创新最重
要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政治保障。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论述和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部
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确保创新发展
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夯实创新发展之基，要以人民为中心选择创新主题、
营造创新氛围、共享创新成果，力求创新发展的方向、
目的和创新举措在合乎创新发展规律的同时，与最广
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贯彻落实新理念，全力营造创新氛围。以科技
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是一项涉及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泛，内涵极其丰
富，既包括宏观层面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
创新、文化创新、人才创新、产业创新、协同创新等方
面，也包括微观层面上的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企业
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市场创新等，其中，科技
创新在各类创新中处于关键和核心地位，对生产力
和生产关系具有引领性和全局性的影响，科技的发
展创新还需要人文、社会、教育、制度、文化、环境、经
济以及市场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协同配合。要坚定不
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把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在
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促进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弘扬科学精神，
培育创新文化，鼓励自主创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
为建设创新型省份营造人人都是创新主体、人人都
要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社会氛围。

主动融入新格局，加快集聚创新资源。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能关
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十四五”
时期，是山西转型出雏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
条新路来的关键时期。山西面临重塑性改革、结构性
转化、战略性机遇和颠覆性创新的发展态势，不进则
退、慢进亦退、不创新必退，要牢牢把握战略主动，在
双循环中找准山西位置，主动融入新格局，以开放创
新合作吸纳和集聚更多创新要素。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创新，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深度融入全球
创新体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不断深化与创新型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与合作，面
向全球集聚技术、人才和资本等高端创新要素，以更
高水平的开放拓展更高水平的创新。加快推动跨区
域协同创新，持续深化与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地区的创新成果转移转化合
作，善于借梯登高、借助外脑外力，引导更多国内外一
流创新资源入晋。

（作者：省社会科学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副院长、研究员）

（原载 2020 年 12 月 25 日《山西日报》）

让创新成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

进入冬季，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
里拉滇金丝猴国家公园气温骤降。但护猴员
余小德还是和往常一样，准时扛着给滇金丝
猴准备的食物，徒步到投喂点。

口哨声响起，隐藏在林间的猴子们拽着
树枝，纷纷下树，蹦跶着来到余小德身边，敏
捷地接住余小德投喂的松萝。

今年 64 岁的余小德是迪庆州维西傈僳
族自治县塔城镇响古箐村民小组的村民，村
庄附近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重要
分布区域。因为生态扶贫，他成了护林员、护
猴员。

据云南省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
生动物救护站站长赖建东介绍，20世纪80年代
前后，打猎和伐木等行为对滇金丝猴栖息地造
成了破坏，猴子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

为了拯救濒危的滇金丝猴，国家建立了
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探索“社区共管”的保

护模式，将保护与周边居民的生存发展相结
合，而选聘生态护林员就是其中的重要措施。

放下猎枪和斧头，一批村民成了护林员
兼护猴员。“我们巡山护林，让这里的生态越
来越好。”余小德笑着告诉记者，猴子和人的
关系也更加紧密。不仅如此，自己护猴每月
都有收入，还能帮着家人种地，去年四口之家
的收入在 5万元左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三五”
时期，全国林草部门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
选聘 110.2 万名生态护林员，带动 300 多万贫
困人口脱贫增收，新增林草资源管护面积近
9亿亩。

同时，全国林业产业克服不利的国内外
市场影响，始终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形成了经
济林、木竹材加工、生态旅游三个年产值超过
万亿元的支柱产业，林下经济作物面积近 6
亿亩。

在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
干海子村，干海子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负责人庄锤兵正在
地里管护石榴树。

“石榴树成了我们的致
富树。”庄锤兵说，合作社流
转了 300 亩土地，平均每年
租金为 900 元，而每年带动
周 边 群 众 增 收 超 过 550 万
元。

“我们种植石榴的历史有
300多年，但此前品种单一、品
质不好，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外
出务工。”娜姑镇副镇长朱俊
介绍，2014年以来，他们在科
技人员的支持下，引进了软籽
石榴，并通过实施退耕还林、
陡坡地治理等工程，助力石榴
产业发展，带动了 1408 户贫
困户脱贫致富。

“以前种红薯、玉米基本
没收入，村干部让发展石榴
产业，才让家里脱贫。”51 岁
的徐国奇是娜姑镇牛泥塘村
的脱贫户，去年仅石榴收入
就在 2 万元左右，自己和妻
子还在村里的石榴合作社务
工，俩人每年务工收入超过
3万元。

据介绍，全国林草部门已全面完成生态
扶贫目标任务，助力 200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增收，对口帮扶的滇桂黔片区和 4 个定点县
全部如期脱贫。

“发展林草产业是帮助农牧民增收致富
的有效途径，是巩固生态扶贫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国家林草局这位负责
人表示。

下一步，国家林草部门将因地制宜发展
油茶、竹子、花卉、中药材、牧草等优势产业，
提升林草产品质量，促进农牧民就业增收。
要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途
径，培育一批重点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提高
产业产品竞争力，还要保持生态护林员政策
连续稳定，建立林长制、生态护林员一体化工
作体系，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的综合管护功
能作用。

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电

种 下 绿 色 的 希 望
——我国推进生态扶贫成效综述

新华社记者 杨静 胡璐

云南省会泽县娜姑镇牛泥塘村童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农民在分拣石榴（2020 年 9月 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