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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勤 文

乡间谓火柴为自来火，也有
称便来火的，是那时生活的必需
品之一。

我们小时候，一次性打火机还
没出现，偶尔见到的也是沉甸甸的
金属壳子打火机，算得稀罕的贵重
物了。自来火却是常见，在砌灶头
时，背面会用砖头砌出几个小格
子，烧火时发现稻柴上有未脱粒干
净的稻谷，或者花萁柴上有零星棉
花，都要摘下来，放进这小格子
里。小格子也用来放自来火，方便
灶头点火时取用。

除了灶头间，乡间男人的口袋
里也大都有一盒自来火，主要用来
点烟。记忆里，邻家阿公爱抽水烟，
走到哪都带着水烟筒，每抽一口都
需要用自来火点烟丝，边点边在水
烟筒的长嘴上“啵啵啵”地一阵抽
吸，烟雾缭绕处劳作的疲乏也随之
飘散。

那时物质匮乏，但小伙伴们
善于就地取材找各种乐子。比如
热衷搞各种收藏，有收藏糖纸头
的，有收藏香烟壳子的，我则专注
于收藏火花——贴在自来火壳子
上的那一方小小的图画。为了收
藏，路上见到有人扔了的自来火
壳子，都要捡起来看一看，上面有
没有未曾收藏过的火花。看到阿
公在抽水烟，就跑过去攀谈，暗中
观察他手里的自来火壳子上的火
花。如果看到了新款火花，就讨
好阿公，给他倒酒，听他讲故事，
热络得差不多了，就问阿公把自
来火壳子讨要过来。回家后放在
脸盆里浸泡一会，充分湿润后，就
能把自来火壳子上的火花完整揭
下来，贴到装有热水的茶壶上，不
一会儿火花纸就干了。夹到书本
里，一张平整完好的火花就收集
到了。

更高级的玩法是手工制作玩
具，那时流行自己打造简易的链条
火药枪。我见堂哥做过一把，用自
行车链条节组成枪管，用粗铁丝弯
成枪柄、撞针、扳机，收集从自来火
头上刮下来的火药，塞进枪管，扣动
扳机，依靠橡皮筋形成的撞击力，笔
直的撞针直冲塞满火药的孔眼，火
药迸发出响声，还能看到烟火，闻到
火药特有的浓烈味道，常让我们兴
奋不已，自来火在我们小孩心中有
了神奇的力量和魅力。手握链条火
药枪的我们，猫腰冲杀在乡村的树
林里、竹林间、弄堂中，感觉自己就
是英勇机智的游击队员、解放军战
士或警察叔叔。

小小自来火还有许多妙用。
耳朵痒了，乡人习惯用一根自来
火棒掏耳朵解痒。自来火也能当
积木来玩，一盒自来火，摆在桌面
上能搭出各种的图形来。连自来
火壳子也有诸多用处。爷爷一辈
子节省，喝茶只放一撮碎茶叶，抽
烟每次只抽半根，解乏后就掐灭，
剩下半根就放在自来火壳子里，
等干了一阵农活，歇息时再取出
来抽。同学们爱将幼蚕放在自来
火 壳 子 里 ，既 安 全 又 可 随 身 携
带。散课休息，小心翼翼地取出
自来火壳子，观察到幼蚕正在里
面安逸地啃食桑叶，心里莫名舒
服，似乎比自己吃了奶油巧克力
还要开心。上课铃声响起，我们
赶紧把自来火壳子收好，专注于
学习，琅琅书声盖过了蚕宝宝们
吃桑叶的沙沙声。

诗抒胸臆

又临岁暮落挥春，
一缕墨香思寄人。
祥瑞颂来延国祚，
寿康纳入铸松身。
书成寒室霞光涌，
福至霜枝梅色新。
扫却经年眉宇皱，
人间情重待嘉宾。

观老者写春联
■冯如

迎春
■曹振华

其一
灯彩礼花香酒，喜庆迎新除

旧。“辛丑”报春来，萌动岸边垂
柳。垂柳，垂柳，崭露嫩芽争秀。

其二
春节好，元日去冬寒。璀

璨彩灯添喜庆，迎春民众俱欢
颜。恭贺祝康安。

其三
春节忆，最忆是除夕，美酒

佳肴辞旧岁，欢声笑语乐其
时。年味恋心池。

感受早春
■刘希涛

早春，是我家屋檐下
多出的几声鸟鸣

是老父久病初愈的拐杖
那欢快的敲击声

哦，早春
是记忆高枝上
那粲然一笑

仿佛盲人忽然睁开双睛
那明媚
那清新

长时间难以适应

■朱祖昌 文

过年祭祀先祖，是我们中华文
明的民俗活动之一。人们在春节
期 间 祭 祀 祖 先 、叩 拜 神 灵 ，给 祖
先、诸神拜年。

旧时，除夕到来之前，家家户
户都要把家谱、祖先像、牌位等供
于 家 中 上 厅 ，安 放 供 桌 ，摆 好 香
炉、供品。贡品五花八样，各家有
各家的特色。在我的记忆中，我
们家的过年祭祖，虽有些规矩，但
已没那么复杂了

父 母 在 世 时 ，每 当 过 了 农 历
十二月廿六，也总是要进行祭祀
老 祖 宗 的 仪 式 。 祭 祀 是 一 种 仪
式，各家都有其不同的程序和规
定。我们家在祭祀时规定，菜不
能少于七道——通常情况下也只
备七道。

七道菜中，必须有鱼有肉、有
绿叶菜、有豆制品。肉必须是猪
肉，鱼一定要有鳞片且必须红烧；
还有一碗用黄芽菜、冬笋片红烧
的大蛋饺是不能少的，这道菜可
是我们家的传家菜，平时母亲也
经常做，现在我们兄弟姐妹回忆

起过去的往事时，经常说起母亲
烧的这道红烧蛋饺。

至于这些规矩的原委至今未
能理解，也曾经问过母亲这是为
什么，母亲只是说，“以前你的祖
母也是这样的，我也不清楚这是
为什么。”

但从现代的营养学角度来说，
也真有些小道理。7 道菜中有荤
有素、有脂肪有蛋白质，有维生素
有热量，再加上后面还要上的饭，
含有淀粉有氨基酸，人体每天需
要的营养成分大多都有了，也真
佩服我们先祖的聪明才智。

祭祀的工具是母亲一直保存
着的 12 只小酒盅，一把红色的珊
瑚骨筷，还有香烛坛；小酒盅后来
一直保存着，那把红色的骨质筷
子已不明去向。

祭祀前的准备工作是把八仙
桌搬到客厅的中央，12 只酒盅分
三面摆放，每边 4 只，中间的 4 只
为主座，主座的对面一侧放置香
烛坛。酒盅的右边放筷子，但在
主座的中间有一双筷子必须放在
酒盅的左边。

我儿子小时候经常会问母亲：
“为什么这双筷要放在左边呀？”
母亲就告诉他：“因为你的太爷爷
是左撇子。”“什么是左撇子呀？”

“就是用左手吃饭的。”“哦。”
准备工作做完了以后，上的第

一道菜总是红烧肉，因为这是先
前已经烧好的，只是热一下就行
了；第二道菜是红烧鱼。上完二
道菜，点香烛了。这时可别忘记
把门开一条缝隙，点香烛据说是
为了把祖宗请回来，门开一条缝
隙是让祖宗方便进门。

这时候也开始了第一次斟酒，
这第一次斟酒的特权是父亲特有
的。父亲一边斟酒，母亲则在旁
边唠叨，“上菜了，祖宗们慢慢吃，
后面还有好多菜了。”此后再陆陆
续续上其它的五道菜，其先后顺
序也没什么规定了。

上完七道菜后，祭祀仪式正式
开始。首先是再斟一次酒，然后
论辈份、按年龄从大到小依次进
行第一次跪拜祖宗。第一次跪拜
结束后，家人们就围坐在祭祀桌
的周围，唠唠家常，回忆祖上的一
些陈年旧事。大约 20 分钟后，进
行第三次斟酒，也是整个仪式的
最 后 一 次 斟 酒 。 斟 完 酒 ，就 上
饭。一般情况下，饭只上二碗，放
在香烛坛的两边，每碗饭上再加
一条年糕，示意过年了。大约再
过 10 分钟左右，进行第二次跪拜
祖宗，顺序还是论辈份、按年龄从
大到小依次进行。

最 后 就 是 烧“ 锡 箔 ”。 烧“ 锡
箔”也算是给祖先、诸神的一种孝
敬 ，祈 求 祖 先 、诸 神 来 年 过 得 更

好，更祈求祖先、诸神来年多多地
保佑他们的后辈

此 时 整 个 祭 祖 形 式 基 本 结
束 ，但 在 收 拾 祭 祀 的 工 具 前 ，一
定要先移动一下每一个凳子，全
部移动后才能收拾，母亲说这是
表 明 祖 宗 吃 完 了 ，走 了 ，我 们 才
能收拾。

规矩倒挺多的。
父母已过世多年，我的过年祭

祖的仪式没那么复杂了。只是在
小年夜的晚上烧上两包“锡箔”；
到了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在父母
的遗像前，点上三炷香，沏上两杯
茶 ，供 上 两 盘 水 果 ，再 磕 上 三 个
头，算是对先祖、神灵的叩拜，给
在天之灵的父母拜个年，祈求全
家在新的一年里顺利、安康。

对我们这辈人来说，过年祭祖
的形式越来越简单了。一是工作
的因素，没时间举行复杂的祭祖
仪式；二来我们这辈人的祭祀行
为更多地讲究心灵上的祈求和叩
拜，来求得先祖、神灵的安宁和保
佑。但越来越淡化的过年祭祖形
式，对如何保持我们中华文明的
民俗活动形式也带来一种危机。
不知道以后我们的后辈如何来祭
祀他们的祖先，可能形式会更简
洁、更现代。不管怎样，只要有祭
祀祖先的这份心，形式或许不重
要了。

■郁建民 文

水仙素有“凌波仙子”的美誉，
是我国十大名花之一。每年春节
前，我都要养上几盆水仙，欣赏那碧
玉莹润的绿叶，白雪纯净的花朵，让
人在冬日里感到阵阵春意。

一几之上，置一盆水仙，白衣绿
裙，娟娟素雅，植根于清波卵石之
中，吹香弄影，倍添恬静。正如明
人陈淳《水仙》诗云：“玉面婵娟小，
檀心馥郁多。盈盈仙骨在，端欲去
凌波。”寒意愈烈，花色愈艳，花箭
徒长，特别精神。静夜在灯下看
书，阵阵幽香绕身盈室，心情愉悦
平和。

“琉璃擢干耐祁寒，玉叶金须色

正鲜。弱质先梅夸绰约，献香真是
水中仙。”水仙花天生丽质，被历代
诗人赞美。黄庭坚《水仙花》诗：“凌
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
借曹植《洛神赋》写宓妃的典故，把
水仙花喻为“凌波仙子”。试想，在
一弯新月下，一名体态婀娜的少女
在盈盈的水波上漫步，多美的仙
境。陈与义《咏水仙花五韵》诗“仙
人缃色裘，缟衣以裼之”，水仙花黄
色花心和白色花瓣优雅出尘。宋人
刘攽《水仙花》诗“早于桃李晚于梅，
冰雪肌肤姑射来。明月寒霜中夜
静，青娥素女共徘徊”，赞水仙花有
青娥素女般丽姿。杨万里《咏千叶
水仙花》把水仙花喻为江妃：“江妃
虚却蕊珠宫，银汉仙人谪此中。偶

趁月明波上戏，一身冰雪舞东风。”
明代李东阳游庐山三叠泉时，见许
多野生水仙花写诗赞道：“澹墨轻和
玉露香，水中仙子素衣裳。风鬟雾
鬓无缠束，不是人间富贵妆”。还
有清代女诗人秋瑾《水仙花》赞其
为洛水女神：“洛浦凌波女，临风倦
眼开。瓣疑是玉盏，根是谪瑶台。”
南社诗人张破浪《水仙》“雪貌婵娟
玉露香，花魂洒落几经霜。誓将淡
泊酬骚客，一洗繁华时世妆。”窗外
月光映着雪光，室内一盆顶寒而开
的水仙，清水卵石间，冰肌玉骨，这
份淡雅、这种恬静，该是怎样的一种
境界。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
为肌。”水仙很纯粹，一瓢清水即可
滋养生命，一味真香清且绝。清盏
水仙自风雅，品读水仙，感悟水仙，
远抛浮光掠影，抛却走马看花，避开
花团锦簇，于红尘喧闹间，抵达世间
的雅静和美好。

那一株水仙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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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历史性一刻，将牢记使命、接续奋斗
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杨浦各界热烈反响

本报讯 区委书记谢坚钢，区委
副书记、区长薛侃近日分别赴江浦
路街道、四平路街道调研督导居民
区“两委”换届工作推进情况。区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程绣明，副区长李
雅平参加。

在江浦路街道，谢坚钢听取街
道党工委、办事处关于居民区“两
委”换届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

谢坚钢强调，认识要再深化。
换届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基层
社会稳定，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
的重要体现，是践行人民城市重要
理念、夯实人民城市标杆区建设基
石的重要体现。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做好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和使命感，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换届
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方案要再
细化。落实街道、居民区党组织主
体责任和党工委书记第一责任，环
环相扣、层层压紧责任链条，将换届
工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步骤落实得
更加精细、更加严谨。紧密结合街
道和居民区实际，深入一线，全面了
解选情、掌握民情，进一步细化选举
程序和操作办法，确保实际操作中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继续绷紧疫
情防控这根弦，慎终如始做好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制定应急预
案，有序有效应对。队伍要再优
化。紧扣杨浦“十四五”发展和群众
期盼，选优配强“两委”班子。以政
治标准为首，把政治上忠诚可靠的

“明白人”“规矩人”“老实人”选出
来；以实绩导向为要，把想干事、能
干事、干成事的优秀人才选出来；以
心怀人民为本，打造一支有情怀、有
激情、有境界的带头人队伍。严格
遵照有关法律法规，营造良好和谐
的舆论环境和风清气正的换届选举
环境，确保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
开、结果有效。

在铁岭路50弄居委会，薛侃听
取街道及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代表关
于居民区“两委”换届工作推进情况
的汇报。

薛侃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
基层组织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
源，“两委”换届是基层组织建设的

“重头戏”。要注重党组织的把关
作用，强化政策的把握、节奏的把
控、难题的破解，把党的领导作为
一条红线贯穿始终，确保“两委”换
届工作细致充分、积极平稳。要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始终把维护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作为选举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通过广泛宣传发动，鼓
励更多党员群众关注、参与选举工
作，倾听民声、尊重民意，扩大居民
有序政治参与，为广大党员群众正
确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保障。要坚持
依法依规。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细
化工作流程，更加注重选举程序规
范，严厉打击违法违纪行为，确保

“两委”换届在政策框架和法律法规
范围内健康有序推进，保障换届风
清气正。要从严选优配强。以基
层组织有活力、党员起作用和群众
得实惠为目标，严格人选标准，提
高人选质量，优化班子结构，通过
选优配强“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
人，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
能和组织能力，为杨浦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保证。 ■张蓓 成佳佳

严格遵照法律法规
选优配强“两委”班子

本报讯 2 月 26 日，杨浦区 2021
年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
记谢坚钢指出，要牢记使命、冲锋在
前，为杨浦“四高城区”建设创造更加
安全的政治环境、更加稳定的社会环
境、更加公正的法治环境和更加优质
的服务环境，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陆奕绎主
持会议，传达中央、本市政法工作会
议精神并作区政法工作报告，副区长
李雅平作区信访工作总结和部署，区
政协副主席陆静出席。

谢坚钢指出，过去一年，全区政
法、信访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
工作的重要思想，积极践行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统筹推进战疫情、保安全、
防风险、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
有力保障了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

民安宁。
谢坚钢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

治。坚定政治方向，牢牢把握“政法姓
党”的根本属性，牢固树立“人民信访
为人民”的工作理念，坚持党对政法、
信访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牢记初心
使命，做好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
民利、凝聚民心的工作，忠诚履行为民
解难、为党分忧的政治责任，让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正确认识形势，切实承担起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个首要政治责任，
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
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
略主动战。牢牢守住底线，增强忧患
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深入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严格落实矛盾风险排查预
警、防范化解、应对处置措施。

谢坚钢指出，要服务大局促发
展。促进社会治理增效能，用好人民
建议征集新平台，进一步丰富建议来

源、拓宽建议渠道、抓好建议落地；以
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
为抓手，完善“综治中心＋网格化＋
信息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加快
推进“智慧公安”等建设，全面提升平
安杨浦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
智能化水平。助力营商环境再优化，
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正义、兼顾执法的
力度和温度、增强法治的服务和保
障，持续加大对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力度，优化执法办案理念和
方式，让企业家在杨浦感到投资放
心、经营安心、发展舒心。推动政法
改革更深入，全面深化政法领域改
革，系统谋划和推进信访制度改革，
不断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新时代政法工
作发展的动能更强。

谢坚钢强调，要展现铁军新面
貌。坚守人民情怀，争当“创新发展

拓荒牛”、永当“为民服务孺子牛”、甘
当“艰苦奋斗老黄牛”，始终保持蓬勃
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
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义。充盈正气新风，坚守正
道、行事正当、维护正义，切实增强忠
诚履行职责使命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全面提升政法干警的法律政策运用
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
科技应用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展现
政法机关新作为、政法干警新风采。
严明纪律要求，狠抓铸牢政治忠诚之
魂、英模精神弘扬、能力素质提升，关
心爱护政法干警，严管厚爱并举，坚
持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待遇上
保障，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广大政
法干警安身、安心、安业。

区相关委办局，各街道、区属
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共 90 余人参加
会议。 ■记者 张蓓

杨浦区2021年政法、信访工作会议召开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周灵 李国文 ■图片均由本人提供

2月25日上午，全国脱贫攻坚总
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全国脱贫攻
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
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
的重要讲话，引发杨浦广大援外干部
人才、党员、群众热烈反响。

身处援外一线的他们：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来自杨浦区的周灵、李国文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
号。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现场，见证总书记庄严宣告脱贫攻坚
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历史性一刻，亲耳
聆听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脱贫攻坚战友在人民大会堂受
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
们倍感振奋！

“卖菜书记”周灵，是上海市第二
批援黔干部，原贵州省遵义市道真
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委副书记。援外
三年间，他按照总书记要求，带领当
地贫困户从选种开始，种菜、流通、
卖菜，建立蔬菜产业扶贫的全产业
链，用上海的标准发展当地扶贫产
业，用加快发展解决贫困问题。“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非常感
恩组织培养，让我参与创造这项人
间奇迹，并在扶贫实践中接受磨砺
和锻炼。我获得的荣誉属于上海，属
于杨浦，属于所有关心和支持脱贫攻
坚的家人、领导、同事和朋友。”周灵
动情地说。

如今周灵已转任五角场街道党
工委书记，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
心使命。“我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努力奋斗，继续发扬脱贫攻坚精
神，在基层社区治理的岗位上不负人
民。就像总书记所说：时代造就英
雄，伟大来自平凡。我将立足岗位，
像做好精准扶贫一样，下好社区治理

的绣花功夫，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做
好民生服务、社区管理、创新创业等
各项工作。同时，继续以扶贫干部的
情怀，在新的征程中，为乡村振兴贡
献一己之力。”

李国文，上海市杨浦科技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作为上海
市东西部扶贫协作选派干部，挂职任
遵义地区唯一的深度贫困县正安县
委常委、副县长。从党的诞生地到中
国革命的伟大转折地，从繁华的大上
海到黔北茫茫群山，“我们立足国内
大循环，积极引导东部产业向西部梯
度转移，让更多的遵义绿色农副产品
走上了上海市民的‘饭桌子’，鼓了贫
困户的‘钱袋子’，实现了由‘输血式’
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实现了对
口帮扶的合作共赢和可持续发展。”
上海的温暖和力量助推遵义老区率
先在贵州省实现了整市脱贫。

“今天是一个幸福和激动的日
子！当总书记庄严地宣告伟大脱贫
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雷鸣般
的掌声在人民大会堂久久回荡。总
书记的语言铿锵有力：这个成绩属
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李国文说，

“群众真诚的笑脸，就是我们对红军
山上革命先辈和英烈的最好告慰。”
援黔扶贫干部身负上海人民对老区
人民的深情厚谊，奋战在遵义红色
土地上，一批又一批，一棒又一棒，
敢为拓荒牛，甘为孺子牛，艰苦奋斗
老黄牛，践行着上海干部的初心和
使命。“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我们
将弘扬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继续奋
斗在云贵高原。”

“身处援外一线，亲历脱贫攻坚，
深知决战决胜的艰辛，向楷模、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致以最崇高的敬
意！”王晨（云南省永胜县委常委、副
县长，上海市第十一批援滇干部，杨
浦区住房保障中心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旧改办副主任）认真观看了大会
直播，心潮澎湃，激动万分。他说，荣

誉榜上，熟识周灵、李国文两位战友，
他们为上海、为杨浦争光添彩，值得
骄傲；也有并肩战斗在永胜县的魏高
明和永胜县鲁地拉镇党委班子成员，
他们是永胜县40万父老乡亲的骄傲；
上海援滇联络组罗晓平、市合作交流
办刘军……他们是熟悉的身边人，为
他们开心自豪；他们也是战斗在脱贫
攻坚一线高高飘扬的旗帜，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我们援外干部坚决按党
中央和总书记要求，把巩固脱贫成果
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记在心里，扛
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一茬接着一
茬干，一棒接着一棒传。”

“总书记的讲话鼓舞人心，催人
奋进。”作为上海援滇干部的一员，
孙勇（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委常委、
副县长，上海市第十一批援滇干部，
江浦路街道办事处四级调研员）表
示，有幸参与和见证了中华民族彻底
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千年梦
想的这一历史性时刻，感到由衷光荣

和自豪。他说，总书记强调“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
起点”，为接续奋斗再次吹响了战斗
号角。“我们将牢记使命职责，大力弘
扬和传承脱贫攻坚精神，聚焦对口帮
扶地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通过东西部协作桥梁，突出产业帮
扶、智力帮扶和人才帮扶，努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全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脱贫攻坚先进模范的事迹感人
至深、催人奋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下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上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
市拉孜县的一名援藏干部，刘灿平
（拉孜县发改委副主任、上海第九批
援藏干部、杨浦区司法局行政执法协
调监督科科长）表示，将进一步发扬

“老西藏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