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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外新语

四川西南部，汹涌的金沙江和湍
急的大渡河之间，是广袤的大凉山。
千百年来，彝族同胞在此聚族而居、生
息繁衍。这里山高谷深、沟壑纵横，长
期贫瘠落后，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乌蒙山片区和“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
区。火普村，是大凉山腹地一个典型
的贫困村 ，平均海拔 2700 米 。 2014
年，全村 187 户 780 人中，建档立卡贫
困 户 有 74 户 203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达
26%。

凉山彝区一直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的牵挂。2018年春节前夕，总书记
不顾路途遥远、山路崎岖，来到这里看望
慰问干部群众，深情祝愿彝族同胞早日
脱贫奔小康。而在 2017 年的全国两会
上，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以
“绣花”为喻，指出要继续把彝区脱贫攻
坚作为重中之重，有的需要下一番“绣
花”功夫。

3 年多过去了，火普村脱贫了吗？
“绣花”的功夫下得怎么样？近日，我们
来到这里，深切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当地干部
群众同心协力、发愤图强，用实际行动在
凉山深处“绣”出了一幅脱贫致富的绚丽
图景。

易地搬迁“绣”下幸福

起点

火普在彝语中意为“高山之巅”，这
里高寒缺氧，地薄物寡，一方水土养不好
一方人。过去，村民们住土房泥屋，吃土
豆酸菜荞馍，生活只能艰难维持。2016
年，火普村完成易地扶贫搬迁，贫困群众
全部住进了新房，从此为幸福生活“绣”
下了起点。2018 年，火普村整村脱贫。
如今漫步在村子里，白墙灰瓦的彝家新
寨错落有致，卫生室、文化室、幼教点、蓄
水池、沥青路、太阳能路灯等公共设施一
应俱全。

贫困户安子子伍一家 6口住进了 80
平方米的新房，房子东南朝向，阳光充
足，客厅、卧室、厨房、厕所、牛圈分区有
序，屋外还有一个小院子。过去，他们一
家和牛羊混居在黑漆漆的土坯房里。天
冷时，白天挤在火塘边取暖，晚上围火而
眠，竹草当被地当床。火塘上，三块石头
支起一口锅，煮饭烧水全靠它。那时候
穷，唯一的家具就是几个小板凳。没有
衣柜，全家人的衣物塞在一条编织袋
里。如今，他不需要出太多钱，就住进了
宽敞明亮的新房，政府还给添置了衣柜
等家具。他说，自从搬到新家后，感觉生
活重新开始了。

在火普村，像安子子伍一样受益于
易地搬迁的贫困户还有很多。贫困户曲
比子阿木是位爱干净的彝族阿妈，她说：
“过去想干净却没条件，土坯房怎么扫都
不干净。如今新家铺了地砖，贴了墙砖，
打扫起来很容易，房子终于明亮起来

了。”实际上明亮起来的不只是房子，还
有贫困户的心情和生活。

因地制宜“绣”好脱贫

产业

过去，凉山地区生产落后，个别地方
还沿用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如
今，大家意识到，发展产业才是脱贫致富
的根本之策。

火普村耕地、林地、草场都不算少，
光照也充足，主要问题是高寒地区积温
不足，土豆、荞麦等传统作物产量产值
低。对此，村里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指导
下，引进了产量高、病虫害少的“青薯 9
号”马铃薯和生长快、产肉量高的西门
塔尔牛，为不少贫困户打开了脱贫致富
的大门。为找到适合村情的产业，近几
年村里还先后试种了羊肚菌、草莓、蓝
莓、金银花。同时，成立种养专业合作
社，组织贫困户以土地、资金入股，统一
提供大棚、种子和技术指导，增强产业
带贫能力。

除了特色种养殖外，村里还依托
自然风光、民族风情，探索农旅结合，
开发乡村旅游。23 岁的贫困户莫色尔
火过去在广东一家电子厂打工，如今
她在村里帮扶下开办起农家乐，还在
农民夜校厨艺培训班上学会了炒回锅
肉、土豆丝等，旅游旺季每月能收入好
几千元。她说：“现在不出远门也能挣
钱，感到很满足。希望以后旅游发展
更旺，带来更多人气。”吉泽次呷成为
全村贫困户中第一个有车的人，他瞄
准县里正在规划的火普村、三河村和
“悬崖村”旅游环线，买了一辆二手车
准备跑运输，也把村里的人带出去，把
村外的人带进来。

教育扶贫“绣”出未来

憧憬

过去，村民们不重视教育，认为送孩
子上学不如早点务农、打工实在。近几
年，教育扶贫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
有读书才能斩断穷根，改变命运。目前，
全村 137名适龄儿童全部入校读书。村
里还建成两个幼教点，确保幼儿学前学
会普通话。

吉来子呷是村里贫困户中培养出
的第一个大学生，正在西南医科大学
读大二。回忆起过去，她觉得现在的
孩子们太幸运了。她说，过去村里没
有幼教点，更没有学前班，自己 9 岁才
上一年级。那时候，村里道路还没有
硬化，从家到中心校要步行三四公里，
一到雨雪天，路上全是泥，拔脚都十分
困难。同龄的小伙伴里上学的很少，
多数家长意识不到教育的重要性。如
今，吉来子呷已经成为全村孩子们的

榜样。她打算毕业后回家乡服务，让
家乡越变越好。

村民阿勒有子告诉我们，以前村
民们一见面，比的是谁家子女多，现在
比的则是谁家子女学得好。贫困户曲
比尔初为了让 3 个孩子得到更好教
育，咬牙把他们全部送到了西昌读
书。为了照顾孩子上学，她专门在西
昌租了房，白天接送孩子，晚上到烧烤
店打工。为了多挣学费，她丈夫远赴
新疆，从事电网高空作业。曲比尔初
说：“虽然目前生活压力有点大，但是
只要孩子成绩好，再难也要把他们供
出来。”

今年只有 5岁的曲比阿牛和阿勒你
呷，在幼教点辅导员的教育下不仅能说
流利的普通话，还学会了背诵《三字
经》。今年疫情期间，两个小姑娘最关心
的就是何时开学，想在辅导员的带领下
继续学唱歌、做手工。家长们说，过去孩
子听不懂普通话，遇见生人就躲着不出
来。现在不仅不怕见人，还能大大方方
唱歌了。

村干部们说，“绣”好教育文章，就
是给未来买单，值！过几年村集体经济
有钱后，还要设奖学金，鼓励更多孩子
考大学。

移风易俗“绣”来山乡

清风

由于社会发育程度低，过去村里大
操大办、薄养厚葬、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
不少，给村民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也成为脱贫的精神枷锁。村“两委”和驻
村扶贫工作队意识到，不从思想观念上
革命，再多帮扶也可能“一夜回到解放
前”。

贫困户吉地尔子回忆，以前家里办
丧事，亲戚朋友要来八九百人，仅杀牛就
要十几头，加上烟酒、烟花钱等，一次花
费十分巨大。无奈之下，他只能四处借
钱，然后再和弟弟妹妹打工来还。“欠下
的债，十几年都还不清。”如今，村里订立
了村规民约，规定红白事从简操办，划定
限额，建立聚餐申报和监督机制，大大减
轻了村民的负担。

不仅如此，移风易俗还体现在餐饮
习俗、卫生习惯、厕所革命等多个方
面。走进贫困户木比有作的家中，首先
看到的就是一个多层鞋柜，一双双鞋子
码放得整整齐齐。由于讲卫生、爱干
净，去年她被村里评为卫生标兵，得到
一台洗衣机作为奖品，这让其他村民十
分羡慕。在幼教点，两位辅导员每天早
上都会挨个检查学生们是否洗脸洗手，
如果没洗净，还会带他们重洗。同时，
教育孩子“小手拉大手”，将良好的卫生
习惯传导给家长们。

为了引导村民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村里想出了各种办法，将好做法折算成
积分，可以在“雄鹰基金超市”兑换物品，

设立农民夜校、“火塘夜话”……点点滴
滴、春风化雨，文明的清风逐渐浸润了整
个山乡。

驻村帮扶“绣”牢民族

同心

火普村活跃着一支年轻的队伍，他
们被彝族乡亲亲切地称为“莫吉莫西”
（亲戚），这就是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小伙
子们。他们总共 7人，有 4名党员，全部
大专以上学历，平均年龄33岁。

驻村最早也是晒得最黑的叫罗衣
体。他说，选择来火普，就是想让彝族兄
弟过上好日子。每次想到去老乡家谈
心，帮助大家脱贫，就觉得这几年没有虚
度。吉木日合的儿子刚刚半岁，彝族乡
亲说：“你工作在这一方，家却在遥远的
另一方，真是不容易啊！”他觉得这就是
对自己最大的肯定。

李伟东来自 600 多公里外的绵阳。
这几年，他经常想怎么才能找到适合村
里的新产业。他说：“脱贫攻坚到了收官
之年，更要思考能为当地百姓留下些什
么。”26岁的杨沁鑫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他刚开始劝说村民改变卫生习惯时，大
家对他很客气，但是依旧我行我素。为
此，他每次进门就主动扫地、收拾屋子，
村民们不好意思，就跟着干起来了。范
靖是一名统计师，驻村期间帮助村干部
学用电脑，还教会了他们记账。他说，驻
村工作没有周末，也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这里就是自己的家。

让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高英杰最难忘
的，是大伙吃饺子没有醋，彝族老乡知道
后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就去乡里买。
从此，他懂得了真情换真心、实干换信
任。

第一书记曾远旭刚到任不久，我们
去时他正在抓紧了解村里情况。他说，
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
茬接着一茬干，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基础
上推动乡村振兴。

在走访中，我们感到驻村扶贫工作
队下乡的几年，就是用真心真情“绣”牢
民族同心的几年。一位彝族老阿妈说：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就像自己的儿子，舍
不得他们走。”村主任勒五子布说，现在
村民杀猪杀鸡都要请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一起吃。总书记心系凉山，派来这么好
的工作队，彝族人民感谢党，永远听党话
跟党走。

60 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凉山彝区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
主义社会，实现了“一步跨千年”。如今，
新一代共产党人在大凉山中接续奋斗，
前进的步伐更加坚定，新的目标更加远
大。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火普村的日子
一定会像盛开在彝绣上的索玛花那样火
红鲜艳，凉山彝区的未来一定能够“绣”
出更新更美的画卷。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凉山深处“绣”美图
—四川昭觉县火普村脱贫调查

■特约调研组

新华社北京10月5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多个国际组织和国
家的政要日前出席中国驻外使领馆线
上或线下国庆招待会时致辞，或通过发
表公报等方式，对新中国成立 71周年
表示祝贺，盛赞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并
强调将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世界卫生组织办公厅主任施瓦特
兰德代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致辞
说，世卫组织对中国在各领域、特别是
卫生保健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援助让那些最贫穷
的国家“真正受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
斯·高锐说，感谢中国在所有国际机构
中广泛和建设性地推动多边主义。候
任总干事邓鸿森赞扬中国在提升民众
知识产权意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
表示相信今后与中国的合作必将取得
更大进展。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基
图伊表示，中国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发
展典范，激励着更多发展中国家实现发
展目标。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代理执行主
任多萝西·滕博表示，中国发展不仅促
进了诸多跨国公司崛起，也为更多中小
企业带来发展机遇。

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马丁·琼贡对
中国有关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团结
的承诺表示赞赏。他指出，各国议会联
盟期待与中国进行更强有力合作，为实
现世界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努力。

南方中心执行主任卡洛斯·科雷亚
赞扬中国在保护和加强多边体系以及
弘扬国际团结方面做出的努力，并高度
评价中国在南南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和
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工业能力
提升等方面的贡献。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个人推特
账号发文祝贺新中国成立 71周年，并
表示中国为全人类互相尊重、平等和共
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委政府也发表
公报，祝贺新中国成立 71周年，并表示
新中国成立为所有中国人带来幸福生
活，也为全人类带来希望。

基里巴斯总统马茂祝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1周年，表示中国取得的
巨大成就让基方感到鼓舞。他表示，基
中复交一年来双边关系快速发展，合作
成果增进了两国民众福祉。

阿联酋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
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在社
交媒体上发文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
源远流长且具有战略意义，愿此关系将
取得更进一步发展。”他还发布了一段
“阿联酋孩子们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的短视频。

斐济总理姆拜尼马拉马对中国迅
速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表示钦佩，他感谢
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向斐方提供宝贵
援助，强调斐方愿巩固与中国传统友
谊，并祝伟大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安康。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说：“阿联酋和中国有着深厚友谊
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让我们
在共识和共同目标的框架内，为促进两
国发展和人民友好而共同努力。”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表示，
过去 71年，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以
及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关键作
用，苏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阿根廷外交部长费利佩·索拉通过
视频热烈祝贺新中国成立 71周年。他
表示，阿根廷始终高度重视同中国政府
开展对话与合作，两国政府对世界发展
问题有着广泛共识。阿根廷愿同中方
在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制造、农业、文
化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

马尔代夫外长沙希德在致辞中代
表总统萨利赫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
诚挚祝贺和良好祝愿。他表示，新中国
成立 71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今年以来，中国
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
并为世卫组织和世界各地抗击疫情提
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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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10月 4日电

（记者李浩）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4日发
表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在该国西北部北
瓦济里斯坦地区展开反恐行动，打死 2
名恐怖分子、逮捕1人。

声明说，巴安全部队在获得有关情
报后在北瓦济里斯坦米尔阿里地区展开
反恐行动，打死 2 名恐怖分子、逮捕 1
人。声明未提及这些恐怖分子所隶属的
组织，以及此次行动的具体时间。

另据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 2日发表
的声明，巴安全部队在北瓦济里斯坦博亚
地区展开反恐行动，打死2名恐怖分子。

巴基斯坦军方在西北部

连 续 展 开 反 恐 行 动

据新华社第比利斯 10月 4日电

（记者李铭）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两国在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军事冲
突 4日进入第八天。当天，地区首府斯
捷潘纳克特遭到炮击，导致部分建筑燃
起大火。目前，具体人员伤亡情况暂不
清楚。此前，阿方炮击已使该市电力供
应中断。

亚美尼亚国防部指认阿塞拜疆军方
炮击斯捷潘纳克特市内民事目标。阿塞
拜疆方面则称亚美尼亚军方从斯捷潘纳
克特向富祖利地区城镇发射火箭弹，阿
方炮击系采取的报复性措施。

纳卡冲突进入第八天

地区首府遭到炮击

为应对联南苏团营地周边复杂安全形势，国庆、中秋双节期间，中国第6批赴南

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开展了一场全要素、多点位、跨昼夜的实兵综合演练。此次

演练以执行联合国营地安全防卫任务为背景，通过紧急避险、快速反应、人群控制、

战场救护等课目，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于东海摄

我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开展实兵综合演练

黄鹤楼赏月、钱塘江观潮、泰山看

日出、长城览奇景……今年国庆、中秋

两节浪漫邂逅，举国欢庆、万家团圆，

此情此景，让我们对家国情怀有了更

多的感悟。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家是最

小国，国是千万家。国与家，在中国人

的语境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字眼，而

是饱含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词语。千百

年来，多少华夏儿女殷殷之情系于中

华沃土，寸寸丹心忠于国家使命，用爱

国之心、强国之志和报国之行书写出

人生的华章。从“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

则国智”；从“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中

国”，到“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

托”……无不深切地表达着对家国情

怀的眷念与呐喊。

时光流转，情怀不改。家国情怀

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

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的不懈追求。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

经磨难而浴火重生，中华文明之所以

能绵延数千载而生生不息，根植于民

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正如习主席指出的那样：“每个人

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

会好。”不同寻常的2020年，再次证明

了这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

今天，我们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

能够看一看祖国美好山河、寻一寻家乡

近年变化、享一享团圆时刻的温馨，正

是得益于国内和平安宁的环境，得益于

国内抗疫取得的阶段性胜利。此时此

刻，在我们人类共同居住的星球上，有

的地方硝烟弥漫，有的地方病毒肆虐，

有人忍饥挨饿，有人颠沛流离。相比而

言，在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下，我国有效控制住疫情并率先实现

经济正增长，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

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段艰苦卓

绝的抗疫斗争和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

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

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是开创更美

好的未来。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华

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将要历

史性地划上句号，千百年来“民亦劳

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就要变为现实。

这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长期奋斗的

结果，也处处涌动着家国一心、精忠报

国的质朴情怀。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钢筋铁骨，不

经历烈焰熊熊何以百炼成钢。我们

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

标，越会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

浪。站在新中国成立 71周年的历史

节点上，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实现伟

大复兴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中国人

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前进步伐不

可阻挡。面对前行路上的挑战，我们

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神奋勇搏

击、迎难而上，努力在新征程上创造

新的历史伟业。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四

支队）

从家国情怀中汲取前行力量
■樊良柱

“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
好，大家才会好。”不同寻常的2020年，再次证明了这个朴素而又深刻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