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 雷茜

如果说一场会议树起了中国共产党建
党建军精神的历史标杆，探索出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以“党指挥枪”铸就
军魂，非古田会议莫属。

92年前的古田会议，犹如一声惊雷，
打破了梅花山腹地古田这个小山村的宁
静，这场会议成功解决了党和军队建设一
系列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使人民军
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开启了中国革命

“成功从这里开始、胜利从这里开始”的光
辉起点，成为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
光辉的里程碑。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社下
山西麓的古田会议会址，是一座清朝四合
院式宗祠建筑。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
次挺进闽西，进驻古田开展土地革命斗争
时，根据《少年先锋队歌》歌词“曙光在前
头”，把这里改名为“曙光小学”。

时间回拨到1929年12月28日至29
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
会（即古田会议）在曙光小学胜利召开，
120多位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以及地
方干部代表和妇女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
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主持，与会代表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
过了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
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
议决议）等五项决议案。

在事关红军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关
键时刻，古田会议第一次确定了党对军队
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第一次提出了“党内
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第一次阐明了军事
与政治的关系。 （下转2版）

不忘为民初心接续本色前行

古田会议古田会议：：““党指挥枪党指挥枪””铸就军魂铸就军魂

□ 福建师范大学学生 雷茜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
增加很多正能量。古田会议精神体现了党在
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是留给后人珍贵的精
神财富，古田会议会址也是让后人了解革命
历史、学习古田会议精神内涵的革命圣地，对
我们增强爱国情怀意义非凡。

古田会议决议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无

产阶级治党理念，强调了人民群众的重要
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党不忘人民群众的
初心。因此，在讲述古田会议的这段历史
时，我的耳边总是萦绕着一句话：走好群众
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群众是共
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党的伟大事业需要依靠
人民群众来完成。《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都
强调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把群众工
作作为党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工作，科学详尽
地设计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形成了初步的群众工作制度。正是由于我
们党将革命工作植根于人民，深入群众、发
动群众、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红四军才能发
展壮大，革命军队才能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
屹立不倒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虽然我们
党如今面临的任务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但
群众路线始终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作为一名学生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要时刻铭记在心，始终坚持密
切联系群众，走好群众路线。

作为一名传播学子，我希望在此次寻根
溯源的过程中，将古田会议的历史通过新媒
体的形式更好地进行传播，让古田会议精神
在新时代得到更好传承与弘扬。

引 领 · 服 务 · 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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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开局之年话举措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况汇报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8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
情况汇报，要求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是政
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求，是凝聚共识做好政府工作的制度性
安排。去年，面对建议提案数量增多、办理时间短等情况，国
务院各部门克服疫情影响等多重困难，创新和完善办理工作

机制，共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8108件、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411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数的88.3%和84.9%。通过
办理建议提案，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约3700条，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约1500项，有力推动了“六稳”“六保”工
作，促进了脱贫攻坚、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解决民生
领域难题等相关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对已采纳的
意见建议要持续抓出成效。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周玉林

“在党的好政策下，凤凰窝这片叶子改变
了我们村的命运。幸福工程项目和洒次茶叶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两扶持三保障’政策，让我
们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学会了技术，懂得了感
恩，体会到了集体的温暖和团结的力量。”云南
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景星镇新华村洒
次村民小组的妇女肖锦艳说。

说起凤凰窝茶，云南人都不陌生，因其独

特的香味和甜味受到爱茶人士的热爱和追捧，
每年慕名而来的茶客、茶商越来越多。但十年
前，凤凰窝茶叶深藏大山无人识，价格也很低，
新华村洒次组农民年人均收入不到1000元。

发展集体经济，走上脱贫致富路
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在当地党委、政

府的引导下，凤凰窝古茶园所在的新华村洒次
村民小组成立洒次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每
年采茶季留守在家的村民，尤其是居家的妇女

群众，在合作社的带领下都会上山一起采茶，
按照鲜叶的重量，获得相应的工资，这是她们
分红以外的额外收入。外出打工的村民年底
也会收到一定的分红，负责茶地管理和保护的
村民，还能额外得到相应酬金。

在合作社的引领下，通过加大包装宣传，
这片叶子越来越值钱，洒次村民小组群众走上
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日子有了改变，合作社有了更明晰的发展
规划，每年除去分红和村民的工资，合作社都

要留下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壮大，为扩大生产
和经营奠定坚实的财力基础。

合作社还建立了“两扶持三保障”措施。
“扶持60岁以上老人，每年分红给老人生活
费，让他们老有所依；扶持学生上学，保证最低
学历为中专。”合作社负责人解释说，保障医疗
互助，对村民重症急症急需用钱的，可向合作
社借款；保障合作社股民最低收入保障；保障
洒次小组年轻人创业最低无息抵押贷款，单笔
创业金20万元起。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姚改改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
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站在百年交汇期、
新征程开启之际，浙江省妇联将如何对标对表
新目标新定位，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
开好局贡献妇女力量，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近日，带着这一问题，中国妇女报·
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浙江省妇联党组书记、
主席王文娟。

记者：去年春天，习近平总书记到浙江考
察调研时，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

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的新目标新定位。省妇联将如何凝心聚力为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贡献力量？

王文娟：首先，要聚焦“先行省”的目标定
位，高站位谋划我省的妇联工作。作为党领导
下的妇女群众组织，要主动置身新发展阶段，
找准定位、把牢方位、提升站位。对表历史新
方位，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系统谋划在争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中发挥妇联作用、展现妇女
作为的牵一发动全身的工作举措；对标浙江新
站位，我们要把妇联“小窗口”放在“重要窗口”
的大棋盘中，奋力争先，创新打造在全国具有

先行性、示范型和鲜明浙江特色的妇联工作品
牌和工作项目。

其次，要聚焦系统观念系统方法，高质量
构建妇联工作新格局。省委提出，要打造忠诚
于党的红色群团、唯实惟先的实干群团、共建
共享的为民群团、高效协同的数智群团、创新
创优的品牌群团。我们要运用系统观念、系统
方法，上下贯通打造“五个妇联”。要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之需，适应城乡妇女观念、就业、生
活方式之变，全面提升妇联工作的站位、格局
和质效，全面推进妇联工作从“事”向“制”“治”

“智”转变。
再次，要聚焦数智变革，高水平推进妇联

工作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省委把“数字赋
能现代化先行”放在“十个现代化先行”的首
位。我们要牢固树立“数智”思维，把数字化改
革作为妇联组织保持创造性张力的重要抓手，

作为妇联改革创新的重中之重，通过数字化技
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对妇联的工作机
制、组织构架、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
位、系统性重塑，增强智能化运作水平和能力，
奋力答好适应现代化妇联工作的高分答卷。

记者：2021年，省妇联的工作总体思路和
重点工作任务是什么？

王文娟：我们围绕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主题主线，按照全省数
字化改革大会的工作部署和全国妇联十二届
三次执委会议的工作要求，以服务大局、服务
妇女为己任，积极展现争先创优的新气象，坚
持“新”的思维、彰显“实”的特点、创新“联”的
优势、突出“家”的主业，丰富“美”的内涵，系统
打造红色妇联、实干妇联、为民妇联、数智妇联
和品牌妇联，重点抓好10项工作：

（下转4版）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袁鹏

“总书记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鼓励和信心，现在我
们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绣娘张文姐说。

日前，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来到青海省互
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班彦村采访时，村里的青绣坊里
一片温煦，十几名土族绣娘正在这里穿针引线，紧张地
忙碌着。张文姐告诉记者，她们绣的绣片是土族最普
遍的图案太阳花，太阳花象征着积极、热烈，就像她们
现在的生活一样。

班彦村是个移民村，过去也是个贫困村，贫困发生
率曾高达49.6%。自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班
彦村以来，该村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各级
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党员干部和群众不懈努力，
到2018年底，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791元，顺利
实现脱贫摘帽。

传统“盘绣”成就“指尖经济”

“盘绣是我们每一个土族妇女必须掌握的手工活
儿！”“做盘绣过去主要是给自己的衣服上做装饰，挣不
上一个钱，现在我们每天来绣坊里上班，每天都可以赚
到钱。”绣坊里，张文姐和其他绣娘七嘴八舌地向记者
介绍。

班彦村是青海省妇联的帮扶村。2019年以来，在
青海省委、省政府打造青绣品牌的战略部署下，省妇联
积极打造“青绣”品牌，全省约有30万名妇女季节性从
事“青绣”制作，以班彦村为代表的土族盘绣坊是省妇
联重点培育的一个基地，而盘绣也是青绣中最具特色
的绣种之一。

张卓玛什姐是盘绣坊的负责人，她也是土族盘绣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过去的张卓玛什姐是个
普通农村妇女，盘绣也只是她作为一个土族妇女必修
的传统手工而已。像村里的其他妇女一样，一家人守
着山里的几亩薄田过日子，大山阻隔了她们走出去的
路。自从移民搬迁到目前的移民村后，不仅交通便利
了、生活环境变化了，特别是随着盘绣坊的建立，让盘
绣这项土族传统的技艺成为村里的妇女们增收致富的
看家本领。

张卓玛什姐告诉记者，作为盘绣坊的负责人，现
在她主要负责绣坊的人员组织和生产加工，“姐妹们
对参与盘绣加工特别积极，临到年关大家还来绣坊
里上班。”

（下转3版）

云南墨江新华村贫困母亲受益“集体经济+项目帮扶”

深耕一片叶子 妈妈拥抱幸福生活
家门口就业凝聚乡村治理巾帼力量

女性从田间厨房女性从田间厨房
走向创业前台走向创业前台

青海互助县班彦村“绣”出新生活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强洪/史雅琴 江清
湲 发自武汉 炸圆子、煨藕汤、包饺子……日前，在武汉
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温馨苑彭汉珍老人家中欢声笑语、
暖意融融，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切菜、做
菜，正为彭汉珍老人烹饪一份别样的年夜饭。这也是这
些巾帼志愿者为彭汉珍老人做年夜饭的第六年。

“今天准备了10个菜，这道银耳红枣汤，希望彭汉
珍老人每天生活甜滋滋。”看着志愿者端出了一盘盘热
气腾腾的菜肴，彭汉珍老人感动不已，“每年春节，抱抱
团志愿者和社区群干都来看望我，别出心裁为我做上
可口的饭菜。志愿者关心我的生活起居，我一点儿都
不感到孤独，心里幸福满满。”

今年75岁的彭汉珍，是一名身患癌症的孤寡老
人。没有子女的她在丈夫去世后孤身一人生活，每逢
节日倍思亲。2015年被查出身患癌症后，原本对生活
放弃了希望，在抱抱团志愿者们的帮扶下逐渐恢复正
常生活，抱抱团志愿者徐蔚主动与彭汉珍老人结下“关
爱对子”，家里熬汤都会给老人送上一份，前几年搬家
后依然不忘送关怀，视彭汉珍老人为亲人。在抱抱团
巾帼志愿服务队帮扶下，彭汉珍老人重拾对生活的信
心，主动加入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队。

“今年是我们抱抱团志愿服务队成立第10年，志
愿服务让我们找到自己的价值。通过我们的陪伴，让
老人们不再孤独，感受到亲人般的关爱情谊，我们也感
到无比幸福。”抱抱团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朱凤清说。

据悉，每逢春节抱抱团成员们都会为苑区的孤寡、
空巢、特困老人准备年夜饭，为老人们打扫卫生、洗被
套、贴春联。今年抱抱团成员们和二居委会群干如约
来到彭汉珍家中，为她和同小区的孤寡老人夏军做上
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疫情期间不能让空巢老人们感受到孤单，今年居
委会特意准备了30斤饺子皮和20多斤瘦肉，包了
2000多个饺子，分批打包送给苑区老人们，让大家感
受到爱和温暖。”二居委会主任贾芳说。

连续连续66年年巾帼志愿者巾帼志愿者
帮做年夜饭不断档帮做年夜饭不断档

浙江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文娟：

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开好局贡献妇女力量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开好局贡献妇女力量

古田会议会址。 （雷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