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之际，98 岁抗战老兵

同景飞，常常忆起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唱起慷

慨激昂的《黄河大合唱》等抗日歌曲。

1931 年 至 1945 年 ，在 民 族 存 亡 的 危 急 关

头，于浴血抗争中诞生的一大批抗战歌曲，凝聚

民族力量、激发抗战意志，构筑起中华民族团结

御侮的精神长城。

今天，重温这些经久不衰的动人旋律，踏访

歌曲提及地点、采访创作者后人，令人感受到灵

魂的震撼和洗礼。

危亡关头的激越呐喊

“ 中 国 不 会 亡 ，中 国 不 会 亡 ，你 看 那 民 族

英雄谢团长……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

战场……”

那声声呐喊，如同一道道划破夜空的闪电，

照亮前行之路。

夏日的上海四行仓库旧址，游人如织，《歌

八百壮士》的动人旋律再次响起。

1937年 10月，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为掩护主

力部队撤退，国民革命军 88师 524团团附谢晋元

率“八百壮士”进驻四行仓库，孤军奋战 4天 4夜。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说：“见到‘八百壮士’打

死日本鬼子，苏州河对岸的中国人就会大声欢

呼！‘八百壮士’的意义，不在于打死了多少日本

鬼子，而在于唤醒了中国人的自信：日军并非不

可战胜！”

词作家桂涛声被“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感

动，创作了雄浑悲壮的《歌八百壮士》歌词，唱响

那个时代。

延安北关云梯山麓文庙台，鲁迅艺术学院

早期办学地址，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此创作

《黄河大合唱》。

1939 年春抵达延安后，病榻之上的诗人光

未然根据两次渡黄河及在吕梁山行军的经历创

作 400 多行的长诗。作品完成后，他把在鲁艺任

职的冼星海等人请到窑洞。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

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

战的情景吗？”昏暗的油灯旁，年轻的诗人用低

沉的声音朗诵《黄河船夫曲》《黄河颂》《保卫黄

河》等八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歌词。光未然

的深情诵读感染了窑洞里的每个人，凝神片刻

之后的冼星海突然站起将歌词抓在手上，激动

地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写好！”

冼星海女儿冼妮娜回忆：“妈妈说，爸爸当

时完全进入一种难以抑制的精神状态，长时间

不休息，偶尔躺到床上抱头沉吟一会，很快又从

床上猛然蹿起。呕心沥血六个昼夜，他完成《黄

河大合唱》全部曲谱。”

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陕北公

学礼堂首演成功。5 月 11 日，在庆祝鲁艺成立

一周年音乐晚会上，冼星海指挥合唱团演唱《黄

河大合唱》。唱完，毛泽东连声称赞“好！好！

好！”周恩来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敌机的呼啸、战士的呐喊、民众的奋起中催

生的抗战歌曲，书写中国音乐史上悲壮而辉煌

的篇章。

刺向敌人的无形刀枪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

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抗战时代，一首首战歌是刺向敌人的无形

刀枪，凝聚了民族力量，成为中华民族抗击外侮

的精神丰碑。

1937 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成立

演剧队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音乐家贺绿汀随

队来到山西抗日前线。

在临汾尧都区刘村镇的八路军办事处，贺

绿汀对游击战产生兴趣，开始创作《游击队歌》。

防空洞里，贺绿汀历时一个月先谱曲、再写

歌词。歌曲如铿锵的战鼓，极大鼓舞了八路军

士气。

同样是这一年，作曲家麦新创作的《大刀进

行曲》同样如锋利的刀剑，打击敌人，鼓舞群众，

激励抗战。

《大刀进行曲》又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

砍去》，再现白刃格斗的二十九军大刀队勇守喜

峰口事迹，与诸多抗战名曲一起成为烽火岁月

中的时代强音和民族精神象征。

这些歌，是冲锋的号角，是高昂的头颅，是

射向敌人的枪弹，激励中华儿女与日寇血战到

底、百折不挠。

1943 年 9 月，八路军边区剧社派曹火星、丁

凯、肖静雨组成工作队，从晋察冀边区总部出

发，跋山涉水来到京西偏僻的歌谣之乡，房山区

霞云岭乡堂上村。曹火星很快被堂上村火热的

抗战生活感染，写下“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

改善了人民生活”等歌词。

伴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伴随《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的传唱，中国赢得一个又一个胜

利，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14 年抗战，爱

国文艺工作者创作大量振奋民族精神的抗战歌

曲，热情讴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保卫祖国的必

胜信念，唤醒国人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激励将

士奔赴民族救亡战场。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

响力，毛泽东称赞“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

的兵力”。

永不消逝的民族之声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每

一位中华儿女都会心生力量，激情澎湃。

起来！起来！起来！抗日烽火中诞生的

《义勇军进行曲》，发出一个民族不屈外侮的怒

吼，发出一个国家浴火重生的呐喊。

上海市衡山路 811 号，当年百代唱片公司的

所在地。90年前，抗战电影《风云儿女》在这里灌

制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电影讲述日军侵

占东北三省后，知识分子经历苦闷、彷徨，最后勇

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片中主人公目光如炬，

阔步前进，唱着《义勇军进行曲》走向战场。

田汉基金会秘书长、田汉之孙欧阳维说，

“1935 年 1 月中下旬，田汉完成《义勇军进行曲》

的歌词创作后被捕入狱。为躲避追捕，聂耳远

渡日本，从东京寄回歌谱。”

1935 年 5 月 24 日，《风云儿女》首映，立刻引

起轰动。散场后，许多观众高唱《义勇军进行

曲》，久久不愿离去。

此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激昂歌声

响彻神州大地，无数抗战将士就是唱着这首歌，

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

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救亡图存的战歌成为

国歌。直到今天，每个中国人唱起《义勇军进行

曲》时，依旧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文艺工作者陆续创作出许多不朽的抗战歌

曲，不仅在抗战中发挥极其重要的宣传鼓动作用，

而且传唱至今，鼓舞和警醒着一代代中华儿女。

歌声恒久远，经典永流传。

1941 年 5 月的延安，人们被旋律铿锵雄壮

的《八路军进行曲》感染着。

《八路军进行曲》由音乐家郑律成谱曲、公

木作词。解放战争时期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

行曲》，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进行曲》。1988 年“八一”建军节前，经党中央批

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以

其雄伟豪迈的气势，展现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

无坚不摧的威武雄风。

抗战歌曲历久弥新。每一个音符，每一句

歌词，都让全体中国人感受到砥砺奋进的中国

精神、不懈奋斗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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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 听 澎 湃 的 时 代 战 歌
—重温80年前抗日沙场的激越旋律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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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阳泉，一场新雨后的狮脑山云

雾苍茫。百团大战纪念馆巍然矗立于

山巅。

7 月 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回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那辉煌

的一页，深情地说：“88 年前的今天发生

的‘七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

本侵略者的起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神洗礼。”

在民族危亡至艰时刻，百团大战如

醒狮之怒吼，打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

军的声威，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

底的坚定信心。

“ 在 纪 念 全 民 族 抗 战 爆 发 88 周 年

这样特殊的日子，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阳

泉这个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主战场，向

百团大战烈士敬献花篮，缅怀抗战烈士

英雄事迹，令我们感受到总书记对抗战

这段历史的重视。”全程陪同参观的百

团大战纪念馆特聘专家郝雪廷说。

今年 66 岁的郝雪廷从事相关专业

研究已经整整 30 年。即便已经十分了

解这段历史，但跟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

迹一路走、一路思，更加感受到一种穿越

时空的精神与力量。

静默展陈，真实记录日本侵略者的

残暴、深刻还原战争的艰苦与激烈。

“我为总书记作讲解，总书记凝神细

听，在一些图片、文物前不时驻足察看和

沉思，还插话询问。我感到总书记对这

段历史十分熟悉。”百团大战纪念馆的年

轻讲解员李玘说。

对于 18岁就穿上制服，站在展台前的李玘而言，她的

日常工作就是与沧桑历史对话：“我把纪念馆 419 块展板

都装进脑子里，每一块展板背后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故

事，从阳泉的抗战史到山西的红色历史，一点一滴积累，没

有哪段历史是不值得铭记的。”

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

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

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

范子侠、李和辉、吴子彦、吴隆煮、王子仪……纪念馆

内，一个个烈士姓名如同历史天空闪烁的繁星，令人难以

忘怀。

“我经常会问自己，如果我是他们这个年龄我会怎么

做？我能不能做到像他们这样？”无数次面对这些年轻英

烈，无声处自我叩问，李玘暗下决心，一定要讲好他们的

故事，让更多人去延续他们的精神。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这份精神与力量，赓续传承、

历久弥新。

参观结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纪念馆大厅，同青少

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切交流。在他们身侧，“百

团大战 光耀千秋”八个字熠熠生辉，一组以娘子关战

斗、狮脑山战斗、正太铁路破袭战等为主题的群雕气势

磅礴，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地对大家说：“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

出生于阳泉市正太铁路破袭战沿线区域的姚永田

年近退休，从小就是听抗战故事长大的。这些年，为挖

掘更多红色资源，他利用业余时间赴深山探寻、到外地

走访。

“这次见到总书记，更加坚定了我做这件事的信念。”

老姚表示只要有能力、有精力，一定把这片土地上的抗战

故事挖掘好，让抗战精神成为激励下一代努力学习、建设

美好家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一群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站在人群的最前排。

“习爷爷跟我们说百团大战是一个怎样的战役，是无

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生活。”阳泉市矿

区洪城河小学五年级学生王翊童说，“我们每天上学都会

穿好整洁的校服，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因为从小就知道，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

铭记先辈来时路，不负韶光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殷殷：“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

赓续红色血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

光荣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阳泉一中高一学生陈明月说：“习爷爷不仅在讲述当

年的历史，也在告诉我们要好好努力、奋发图强。在和平

年代要不忘历史，珍惜现在的生活，树立起我们这一代人

的忧患意识。”

拂过时间的刻度，从历史凝望未来。

纪念馆不远处，巍峨的百团大战纪念碑形如刺刀，直

插云霄。

纪念碑前，来自山西医科大学的一群本科生正在开

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他们特意选在这一天来此瞻仰学

习，正是为了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青 年 学 生 们 虔 敬 地 献 上 一 束 束 菊 花 。 英 烈 之 魂

化作星辰，照亮我们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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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年纪念

日。当天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阳泉市考

察。总书记来到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向百团大

战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缅怀抗

战烈士英雄事迹，重温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

同仇敌忾、勇御外侮的光辉历史，了解当地开展

革命历史教育、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等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

战的重要时间节点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纪念抗战胜利、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等活动，考察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新四军纪

念馆等红色遗迹，深情缅怀，深切追思，宣示铭

记历史的意志，凝聚奋勇前行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

时，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

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要求讲好

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在

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的重要时刻，总书记此行

传递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的决心和意志。

（一）中流砥柱，民族先锋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团大

战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

的意志和力量。”

百团大战纪念馆，设计理念以“基石”为核

心，寓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抗日

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0 年夏，日本乘德国军队在欧洲迅速推

进、英美无暇东顾机会，一面加紧诱迫国民党政

府投降，一面加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

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

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到

1940年12月初，敌后军民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

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的：“中国共产党

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

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

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

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

的军事和政治意义，是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中

流砥柱作用”的力证。

2014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

座谈会上，用 3个“坚持”阐释中国共产党的中流

砥柱作用：“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

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反对

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同各爱国党派团体和广大人民一起，共同维

护团结抗战大局。”

秉持民族大义，担负救亡重任，回顾那段可

歌可泣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强烈的家国情怀，空

前团结起来”。

（二）伟大精神，砥砺前行

百团大战纪念馆所在地，是太行山脉的一

部 分 ，因 其 主 峰 形 似 雄 狮 昂 首 ，故 得 名“ 狮 脑

山”，俨然昭示一种民族精神的勃发——从沉沦

走向荣光，从挫折走向复兴，中华民族的命运如

睡狮苏醒、凤凰涅槃。

习近平总书记将抗日战争壮阔进程中孕育

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提炼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

忍不拔的必胜信念。这是先烈用生命和鲜血熔

铸而成的民族之魂。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百团大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

军和人民群众所展示的敢于亮剑、不怕牺牲，勇

于担当、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正是伟大抗战精

神的生动诠释和集中体现。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

神财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向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奋勇前进”……对于伟大精

神的时代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此前

在山西考察时也作过重要论述——

2017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首

站来到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总书记语重心长

地说：“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

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

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

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

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2020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

回顾了这里的光荣革命传统，指出：“这些都要

充分挖掘和利用，以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

文化资源为山西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此次在百团大战纪念馆大厅，习近平总书记

对前来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深

情地说：“广大青少年生逢其时，要赓续红色血

脉，树立强国有我的远大志向，做堂堂正正、光荣

自豪的中国人，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大任。”

以史为鉴，启迪后人。在前进道路上，我们

面临的重大斗争不会少，必须以越是艰险越向

前的精神奋勇搏击、迎难而上。

（三）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88 年前，卢沟桥畔的拼死抗争，点燃了全民

族抗战的烽烟，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团大战纪念馆指出，“七

七事变”是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

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到这里来就是接受精

神洗礼。

“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 3500 万人的沉重代

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捍卫来

之不易的胜利成果，需要我们在动荡世界中为

人类前途命运挺膺担当。

每 当 回 首 战 争 ，更 加 珍 爱 和 平 。 在 纪 念

抗战胜利的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绝不让

历 史 悲 剧 重 演 ，是 我 们 对 当 年 为 维 护 人 类 自

由 、正 义 、和 平 而 牺 牲 的 英 灵 、对 惨 遭 屠 杀 的

无 辜 亡 灵 的 最 好 纪 念 ”，呼 吁“ 各 国 人 民 应 该

秉 持‘ 天 下 一 家 ’理 念 ，共 同 推 动 构 建 人 类 命

运共同体”。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

和平亡。廓清思想迷雾，才能照亮未来征程。

在百团大战纪念馆，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

少年要争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

得强盛起来，要为全世界的和平作贡献。

今年 9 月 3 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

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

部队。

疑今者，察之古。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国 际 局 势 变 乱 交 织 背 景 下 ，正 确 评 价 历 史 意

义，隆重纪念胜利的光辉时刻，正是为了不负

民族的巨大牺牲，捍卫二战的胜利成果和战后

国际秩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人间正道：“让我们共同

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正义必胜！和平

必胜！人民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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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这一天，总书记来到百团大战纪念馆
新华社记者 张研 孙亮全

（上接第一版）

“14 年抗战，我们作出了巨大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我们铭记历史，把伟大

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这是对烈士的告

慰，更激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堂堂正

正、光荣自豪的中国人。”温云甫说。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庄严肃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

平》主题展览正在这里举办。

“我们要发挥好抗战馆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平台作用，推

出高质量的主题展览巡展及网上展览，开

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充分展现

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讲述好感人抗战故事、展示好光辉抗战历

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

康说。

今天，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民族复兴

不可逆转。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

育的伟大抗战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的

精神底色，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侵 华 日 军 南 京 大 屠 杀 遇 难 同 胞 纪

念 馆 内 ，和 平 大 钟 的 钟 声 雄 浑 悠 远 ，久

久回荡。

走出纪念馆，江苏省宜兴市丁蜀镇陶

都中学学生甫昱呈说：“革命先烈们用生

命换来今天的和平与幸福，我们不仅要珍

惜当下，更要像习爷爷说的那样‘争做民

族的脊梁’，好好努力、奋发图强，把我们

的国家建设得更强盛。”

坚持实业兴国 加强创新引领

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车间机器轰

鸣，数控机床有序运转，一派繁忙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企业，勉励

大家‘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建设制造强

国 多 作 贡 献 ’。 我 们 深 受 鼓 舞 、倍 感 振

奋。”回忆起总书记考察时的场景，阳泉阀

门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亚蓉

表示，要牢记总书记要求，继续聚焦主业，

优化产品质量，加快转型发展，走专精特

新之路，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抓好能源转型、产业升级和适度多

元发展”“扎实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布局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令阳泉市工信局局长石文斌感到

沉甸甸的责任。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明的前

进方向，聚焦地方特点，强化产业链‘链长

制’和特色专业镇牵引作用，推动企业技

术改造和创新升级，加快制造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坚决扛起推动阳泉

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石文

斌说。

走进位于湖北十堰的东风智能装备

产业园，智能化生产线上，工业机器人和

自动化设备高效协同，展现着智能制造的

蓬勃活力。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聚焦高端工业

母机及基础制造装备开发，集中攻关‘卡

脖子’技术，着力实现制造领域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升级。”东风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袁三红表示，下一步，要以习近平

总书记对产业发展提出的要求为指引，

继续坚定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业

务转型升级、布局调整，促进商用车事业

稳定，支撑整车事业转型，为中国制造业

添砖加瓦。

“总书记这次在山西考察，再次强调

‘加强科技创新’，这让我们发展的方向更

加明晰。我们要在电池安全性、电池性能

等技术领域持续创新，研发新材料、开辟

新赛道，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

业升级构筑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实有力的支撑。”宁德时代 21 世纪创新实

验室数智化研发中心主任魏奕民说。

守牢安全底线 增进民生福祉

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发展和安

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强化‘一老一小’

等重点民生保障服务，兜牢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这是保障基本民生、牢牢守住安全

稳定底线的必然要求。”阳泉市南沟村党

支部书记闫润红说。

改善水网，着力解决旱季农民吃水

和浇地问题；修建日间照料中心，为有需

求的老人提供午餐和日间娱乐活动等服

务……闫润红表示，将落实好总书记要

求，抓好各项暖民心的实事和民心工程，

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兜牢民生底线。

在江西南昌西湖区，刑事警情已保持

“十年连降”，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增强。

“习近平总书记对强化社会治安整

体防控提出明确要求，公安机关责无旁

贷、责任重大。”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

局长杨金平表示，将结合正在开展的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狠

抓作风建设、能力建设，抓实抓细矛盾纠

纷、重复警情盯办化解，统筹推进打击治

理电诈、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公共安全

监管等各项工作，以一域之稳服务全局

之安。

维护生态安全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的应有之义，是必须守住的基本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安全和绿色发

展高度重视，我们感觉到工作更有干劲

了。”山西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陈磊表示，山

西将不折不扣落实好总书记要求，咬定青

山、久久为功，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特色

装备制造等领域，推进重点行业节能降

碳、煤炭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能源体系构

建，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兜

牢安全稳定底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山西篇章。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通过推出

“潮汐窗口”等方式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不

断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推动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抓细深

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

工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

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镇康乐社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崔淑梅说，要对标总书

记“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

取得实效”的要求，坚持开门教育，通过

群众座谈会、入户走访等手段集民意、解

民忧，努力让群众的“问题清单”变为“幸

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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