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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熠熠生辉
◎遵义日报社记者 刘伊霜

回望百年奋斗史，中
国共产党——这个当今世
界最大的执政党，从幼年
走向成熟的标志，就是
1935年召开的遵义会议。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
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
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
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我
们党百年历史征程上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遵义会议彪炳史册，光耀千秋。今
天，当我们来到遵义会议会址聆听历
史的声音，慨叹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
重要会议，当年竟是在如此艰难的条
件下召开。

遵义会议深刻地昭示我们，在前
进道路上纵有万般险阻，只要我们“实
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
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就一定能够
走向胜利、走向辉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遵义会议精神的光芒将始终照耀
中华儿女，搏浪前行。生长在这片红色
的土地上，赓续革命精神血脉，走好新
时代长征路，我们豪情满怀！

刘伊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短评

走好新时代
长征路

遵义市新蒲新区一角。遵义杂志社记者 胡志刚 摄

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遵义
会议召开。

此前，在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
挥下，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
减至3万余人。弹尽粮绝的威胁，生死
存亡的考验，军事路线的分歧，对革命
前途的困惑，使这支军队徘徊于命运
的“寒冬”中。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
转机出现了。中共中央连续召开通道
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
议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作报告

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评
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
阐述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确意见，
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这次扩大会议，
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
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
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
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就是在这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扔掉“洋拐杖”，喊出“中国革命斗争的
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
口号；也是在这里，开始形成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革命航船开始拨正航向。
遵义会议召开后，四渡赤水成为毛

泽东同志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娄山
关大捷打响了长征的首胜之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
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也因
此被誉为“转折之城”。

历史是一盏明灯，它照进现实，也
照亮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在这样的关键节点，从遵义会议精
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更加需要我们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

砥砺奋进的新征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市全力开
展脱贫攻坚。8 个贫困县先后摘帽，
871个贫困村全部出列，92.22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如今的红色圣地
遵义，迎来“高铁时代”，开启“双机场”
模式，实现“县县通高速”“组组通硬化
路”，全市经济总量跃居全国地级市百
强榜第68位。

“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
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一
首由湄潭县兴隆镇田家沟村民自编自
导的花灯戏《十谢共产党》，从当年红
军经过的地方唱到了全国。“这首歌唱
出了我们的心声！”近日，已75岁的茶
农祁承烈对记者说，曾经的田家沟是
个穷山沟，现在村里80%以上的人家
有轿车，人均2.5亩茶园，“田家沟有今
天，全靠党的好政策。”

田家沟的嬗变，是革命老区遵义
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缩影。从1950年
1月遵义全境解放，到1997年遵义撤
地设市，再到2020年遵义在全省率先
全面脱贫，遵义发展蹄疾步稳、城乡变
化日新月异。

今天，遵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传承
红色基因，讲好遵义故事”的殷切嘱托，
奋力建设红色传承引领地、绿色发展示
范区、美丽幸福新遵义，开启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遵义正加快推进遵义都市圈建
设，大力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努力当好贵州
省发展“火车头”、形成重要“增长极”，为
到2035年遵义会议召开100周年时，遵
义现代化水平领先西部、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战略目标而奋斗。

建园区发展特色产业

湛蓝的天空，偶有几片白云飘过。
紫色的桔梗花一丛丛一簇簇，开得煞是
好看。

在海拔3160米的得荣县茨巫乡郎
达村中藏药材种植示范基地，白色大棚鳞
次栉比，秦艽、赤芍、苍术、羌活长势喜人。
这里是青羊区对口支援工作队援建、布局
规划的“万亩中藏药”种植示范基地。

“这是整个得荣县最好、最平整的
一块地。”秦震告诉笔者，刚开始来考察
时，正值农闲，村民们在这块地上搭帐
篷，“耍坝子”，载歌载舞，好不热闹。这
块地，气温相对较低，空气湿度较高，土
壤中有机质含量较高，紫外线强，直射
光较弱，是适合中药材生长的最佳环
境。青羊区对口支援工作队着眼当地道
地药材和土地资源，着力发展高原濒危
道地药材产业，打造“得荣县中藏药材
种植示范园区”。

“目前基地选育的品种主要有云
木香、天冬、秦艽、羌活、桔梗、重楼、赤

芍等，村民能从土地流转租金、基地务
工薪金、自主种植现金以及合作社集
体种植的分红股金四个方面获益。”青
羊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得荣县资
源禀赋和区位条件，本着“高产、优质、
绿色”的理念，该区整合投入对口支援
资金 400 多万元，完成了中藏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的基础及配套设施建设。
下一步，他们在得荣县农特产品加工
园区预留了 1000 多平方米的厂房，将
建设中藏药材初加工生产线、食用菌
冻库、中药饮片厂，推进当地经济从资
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变。

形成农旅融合产业链

得荣县全县缺水，但奔都乡莫木村
却有一条奔腾的溪流，沿着山谷从上而
下，穿过多个村落，四季水量不减。

沿着这条小溪，笔者来到了青羊区
对口支援工作组和当地群众共同开发的
冷水鱼养殖项目所在地。“这里溪水澄澈
清凉，是难得的自然资源。”秦震告诉笔
者，通过集思广益，大家决定引进项目在

当地发展乡村旅游和冷水鱼特色养殖。
2019年3月，青羊区对口支援得荣

县工作队投资120多万元，在得荣县奔
都乡莫木沟修建了全州第一家冷水鱼养
殖基地，扶持贫困村莫木上、中、下三村
以集体合作社的方式入股，与来自丽江
的冷水鱼养殖专家共同合作，成立了奔
都冷水鱼养殖有限公司。整个养殖基地
共占地3.3亩，第一批投入约30万尾鱼
苗，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250万元。
除了分红，合作社还会聘请当地村民负
责投食、增氧、杀虫、更新水循环等。

顺着溪流往下游走，一条幽静的木
质栈道映入眼帘。溪水淙淙，两岸绿荫
如盖，奇花异草无数，下游 1 公里左右
更是出现了二三十棵百年树龄的核桃
树遮天蔽日。

“等项目竣工后，这里将形成‘乡村
旅游+渔业生产’的农旅融合产业链。”
秦震对带领当地群众致富信心十足，

“游客不仅能吃到冷水鱼，还能走栈道
观光、戏水，看星空夜景，体验高原民宿
……你说巴不巴适？”

幸福之路越走越宽“高原气候特殊，土层上冻

早、解冻晚，一年就几个月施工

期，大家要抓紧时间熟悉情况，

争取早日投入工作。”这几天，得

荣县委常委、副县长（挂职）、青

羊援得工作队领队秦震带着第

六批对口支援得荣工作队的先

遣队员，几乎把得荣 10 个乡

（镇）和多个分管部门跑了个遍。

位于川滇交界处的得荣县

景色优美、阳光充足，历来被称

为“太阳谷”。2018年9月，成都

市青羊区金沙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秦震赴得荣县挂

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养冷水鱼、

种植中藏药材，如今，当地特色

养殖、种植产业已初具雏形，村

民的幸福之路越走越宽广。

◎李自强

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

甘孜日报讯 德格县柯洛洞乡
阿故滑坡隐患点是县级地质灾害点
之一，直接威胁着坡体下方107户、
459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该县
成立由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柯洛
洞乡党委政府牵头，并由各职能部
门配合的临时避险搬迁领导小组，
紧急启用“县、乡、村、组、点”五级地
质灾害应急指挥体系，采取提前避
让搬迁措施，确保群众安全。

该县先后邀请四川省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
院专家对现场进行了踏勘，并提
早安排汛期地质灾害技术督导单
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汛前隐
患排查，通过前期专家踏勘论证、
职能部门隐患排查、科学会商研
判，认为滑坡治理难度大，决定对
该隐患点群众采取临时紧急避让

安置措施。赓即于 6 月 25 日制定
印发临时避险搬迁方案，6 月 26
日召开群众动员大会，6 月 28 日
组织临时紧急避让搬迁安置。

为确保受威胁群众的安全，
该县坚决贯彻落实“三个避让，三
个紧急撤离”，统筹调配127顶帐
篷，截止目前集中安置 51 户 215
人，搭帐篷分散安置46户208人，
投亲靠友分散安置10户36人，在
集中安置点动工修建卫厕 4 个。
电线及牵拉饮水管道等配套基础
设施也正在架设和建设中。

下一步，该县将始终坚持“防范
胜于救灾”的理念，研判把握全县地
质灾害防治面临的新形势，贯彻落
实“生命重于泰山”的理念，持续推
进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落地见效。

县融媒体中心

德格县
落实地质灾害搬迁避让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丹巴县
充实乡镇应急物资储备

甘孜日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
全县应急救援响应速度，增强应
急处置和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丹巴县举行前置应急物资发放仪
式，为全县12个乡镇发放前置应
急物资。

据县应急管理局应急服务中
心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丹巴县
连续遭受了各类自然灾害，给人
民的生活财产造成了较大损失。
为此县委、政府高度重视，通过多
方协调积极争取了 350 万元，用
于采购军用棉被、帐篷、防潮垫、
应 急 照 明 灯 、喊 话 器 等 13 类
14216 件前置应急物资。在发放

现场，笔者看到县应急管理局工
作人员两人成组、三人成团细心
地清点物资并分批发放和装运，
整个过程有条不紊。同时与前来
领取前置应急物资的各乡镇签订
管理责任书，要求各乡镇要努力
提高对各类应急储备物资的使用
和管理水平，确保储备有用、战时
能用、发挥作用。

“此次前置应急物资的发放
遵循了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
不备的原则，不仅充实了乡镇应
急物资的储备，还为乡镇应急救
援提供了有力保障。”甲居镇党委
副书记张建明说。

县融媒体中心

白玉县盖玉镇
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

甘孜日报讯 为切实做好地
质灾害预防工作，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近日，白玉县盖玉
镇防汛地灾办与驻村工作队员组
成工作组到各村重点地质灾害隐
患点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分别在
沙拖村、德来村、盖玉镇中心小学
和山岩村巴巴组等 10 个点进行
村级防汛减灾应急演练。

在沙拖村、德来村、山岩村巴
巴组滑坡处，工作组详细查看了
地质灾害隐患点，通过入户走访
的方式，向隐患点群众宣讲了相

关政策，动员隐患点群众搬迁至
安全地点。并对汛期隐患点群众
监测预警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进一步落实了村社干部责任。

工作组指出，当前正值汛期，
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容易出现新
的地灾安全隐患点，同时可能导
致灾害点隐患加重，各村干部及
群众务必高度重视，切实做好应
急处突预案，把保障群众生命安
全放在首位，确保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县融媒体中心

甘孜日报讯“看，方便得很！
只要打开甘孜州惠民惠农财政补
贴资金‘一卡通’监管服务平台或

‘甘孜财政’微信公众号中‘一卡
通’监管服务平台，输入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就可以查询、监督自己
享受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
放情况。”7 月 7 日，康定市鱼通
镇雄居村村民王志兵告诉笔者。
近日，我州成功发放首笔州级“一
卡通”阳光审批惠民资金（生态护
林（草）员补贴项目资金）0.1 万
元，惠及2户农户，受益群众可直
接通过预留手机号码查询了解补
贴资金详情。

按照《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卡
通阳光审批平台建设实施方案》
要求，我州“一卡通”领导小组办

公室组织康定市财政局、林草局、
乡村振兴局、鱼通镇、雅拉乡在州
人社局开展一卡通阳光审批乡、
县（市）、州纵向联通测试，成功发
放首笔州级“一卡通”阳光审批惠
民资金。本次试点项目流程覆盖
乡镇级申报录入、要件上传、资格
审核、公开公示、过程记录、监督
管理、数据校验到发放的全过程，
所有审批操作全部留痕，实现“阳
光审批、阳光发放、阳光监管”。

据州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 7 月 1 日起，全州已逐步把
现有补贴项目全部纳入一卡通阳
光审批平台，确保于9月底前，完
成州、县两级“一卡通”阳光审批
平台建设工作。

周国俊 杨琦

我州
发放首笔“一卡通”
阳光审批惠民资金

安全生产 重在防范

甘孜日报讯 泸定县高度重
视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理念，坚持预防为主，认真排查隐
患、确保整治到位，确保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

该县找准监督“切入点”，派遣执
法人员30余人次，到雅康高速出口
甘谷地、得妥卡点排查客运、货运、驾
培、寄递物流企业48家次，责令整改
一般隐患61项；形成执法“联动线”。

累计出动执法人员860余人次，检查
各类车辆2.85万台次，查处非法营
运车辆62辆、运输建渣未覆盖车辆
14辆，打击违规巡游出租15辆，处以
罚款74.8万元；拓宽治乱“覆盖面”。
累计巡查公路6000余公里，清除公
路占道经营摊点及占道修车摊点70
余处，清理沿线破损、废弃非标广告
牌12处，到15个行政村宣传，覆盖群
众3万余人次。

县融媒体中心

泸定县
“点线面”结合
为道路交通安全上“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