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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扬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年。这一天，在事变爆发
地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以
示铭记。

铭记，为了苦难历史。震惊
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
本帝国主义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
争，也掀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序幕。国难降临，生灵涂炭，中
华民族遭遇了近代以来最深重的
民族危机，中国进入了至暗时
刻。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残历碑广场上，一口大钟上
铸有四个大字：勿忘国耻。这座
钟在9月18日发出巨响，以警世
人。

铭记，为了不屈抗争。“起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诞生
于滚滚烽烟中的 《义勇军进行

曲》，创作灵感就源于战斗在白山
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吹响的号角。
从松花江到长江，“四万万人齐蹈
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中华民
族危亡时刻，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
筑起新的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
了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铭记，为了更坚定地出发。警
钟长鸣，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和智慧，走好脚下的路和未来的
路。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 93 年
前的中国。彼时的中国，战乱频
仍，一盘散沙，积贫积弱。今天的
中国，阔步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大路上，光明在前。90 多年来
的历程证明，从救国到强国，中国
走对了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
路；迈向新征程，我们要锚定目
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勇气与坚韧，
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继续向前进。

今天的我们无比自信地走近世
界舞台中央，以冷静持重的心态看
待历史，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向未
来。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让和
平的阳光照亮世界。

铭记是为了更坚定地出发

徐根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决定》
首次提出“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
制度”，并专列一节进行部署，充
分彰显了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一
以贯之的高度重视，释放出强农惠
农富农的强烈信号。

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促进
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
然在农村。回溯既往，中华民族历
来重视农业农村。我们党成立以后
就一直把依靠农民、为亿万农民谋
幸福作为重要使命。毛泽东同志在
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
出，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
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
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
志从国情出发提出，“在中国建立

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
做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对现代化
建设作出“三步走”的战略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
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
重，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让老
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是新时代

“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生
动实践，也是对党一百多年来奋斗
历程和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党的
十八大以来，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到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
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目标清晰明确，措施精
准有力。农业发展蹄疾步稳，农村
面貌焕然一新，农民生活蒸蒸日

上。实践证明，我们党驰而不息重
农强农的战略决策完全正确，党的

“三农”政策得到亿万农民衷心拥
护。这些实践探索和政策创新，为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奠定了
坚实基础。

但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当前的
“三农”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困难
和挑战。如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
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绝
对差距仍然不小、农村人口老龄化、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
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对进一步
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强农惠农富农
支持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
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建设共同富
裕乡村，绝非“喊喊口号”“用用帮扶
资金”便能做好的。唯有下足“绣花”
功夫，才能不断描绘出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乡村振兴新画
卷，才能让农民群众生活一天天好
起来。当然，乡村振兴不是一点一面

的“单项突破”，而是全面系统的“奔
涌浪潮”；不是一城一域的“地区先
富”，而是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提出
的，“不仅城镇要好，乡村也要好，乡
村城镇一样好”。

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
强国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现阶段
农业农村发展现实矛盾的迫切需
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宁波既承担
着中央和省委赋予的重任，又承载
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既
面临进位跨越的重大机遇，又面临
不进则退的挑战考验。广大党员干
部要始终锚定“先行示范”的使命定
位，牢牢把握“千万工程”的科学理
念，以“创新实干奋进”的精神状态，
自觉将“三农”工作和“大美宁波”建
设放到“争一流、创样板、谱新篇”全
局中统筹推进，以一流标准建设农
业强市，以一流品质塑造“大美宁
波”，奋力走在全国全省前列。

持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

兰 草

到校门口接放学的孩子，听
到几个家长吐槽：自从孩子小升
初，家长更难当了，受到老师的
责难更多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点。

一 是 上 学 时 间 从 原 来 的
7:40 提前到 7:10。时间变动一小
步，叫醒孩子的难度增加了一大
步。有的学生一时难以适应，迟
到了几分钟，就会在家长群里受
到老师点名批评。

二是放学后，除了准备好第
二天上学所需要的课本、作业本
和各种学习用具，还要检查孩子
的作业。可是，进入初中，不仅
语数外比小学的程度超出一大
截，而且增加了科学等新课程，
如果只是按照微信提示，查看作
业是否完成倒也罢了，还必须为
孩子答题是否正确把关。许多家

长白天工作繁忙，回到家已经身心
俱疲，有些力不从心；更重要的
是，“术业有专攻”，对于那些并不
是学富五车的家长，就更加勉为其
难了。

三是即使其他环节完美无缺，
学生考试成绩不好，也会被认为是
家长“配合不到位”的重要表现，
同样会遭到“一票否决”，在群里
或私信中受到“鞭策”。

所谓配合，是为一项共同任务
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行动。学业
好坏关系孩子的未来，家长配合是
理所当然的事。在教学活动中分工
是十分明确的，诸如督促孩子按时
到校、书籍用品准备齐全，家长有
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完成作业是
否准确无误，则应该由老师审阅批
改。学生成绩是否理想如愿，是多
种因素造成的，需要老师因材施
教，传道、授业、解惑，一概推给
家长合理吗？

要求“家长配合”不可一味加码
潘玉毅

8 月 6 日，青岛市城阳区的电
工师傅王建省发布了一条 4分多钟
的视频，记录他为户主解决中央空
调总是没电问题的维修过程。视频
中，户主的那句“偶像来了”，揭
示了王师傅在他们心中的形象。自
从去年 10 月破解了一个热水器跳
闸的“奇案”，王建省被广大网友
称为“电工福尔摩斯”。截至目
前，他的抖音粉丝有 800多万，发
布的视频收获近 7000万点赞 （8 月
9 日 《工人日报》）。

从一名普通电工成长为一名
拥有近 900 万粉丝的博主，王建
省靠的是对钻研难题的热爱和对
专业知识的孜孜以求。他将谋生
所需与职业价值很好地融合到了
一起，为长期奋斗在一线的人们
树立了榜样。他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肯努

力 ， 每 一 个 平 凡 人 都 可 以 不 平
凡。

这不由让人想起另一位与电有
关的人物——“时代楷模”、新时
代产业工人代表、国网慈溪市供电
公司职工钱海军。

仔细观察比对，不难发现两个
人有许多共通的地方：同样好学，
同样质朴，同样专注，同样持之以
恒，且都拥有一技之长，并不断通
过自学或拜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
能。这一技之长，是他们的立身之
本，也是解决问题的工具、“破解
奇案”的武器。

王建省被人称作“电工福尔摩
斯”，钱海军则被称为“万能电
工”“百姓身边点灯人”。这是人们
对他们专业能力和服务品质的肯
定。没有人生来就是专家，哪怕天
才，有了百分之一的灵感，还需要
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会“破案”，能解决“疑难杂

症”，首先源于对某个事物、某份
工作的热爱。“工贵其久，业贵其
专。”古往今来凡成大事者，无不
以兴趣为引，以敬业为帆。所谓的
过人一等，也只是因为他们比别人
付出得更多而已。正如钱海军所
说，万能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不忍
心让那些信任他的人失望，所以宁
可自己多付出一些时间去学习，努
力让自己由不会到会，再由会到熟
练、精通。

按实际成本要价，是王建省恪
守的原则，当难挣钱、不好修的单
子转至他处，他从不推托，也不趁
机“涨价”。钱海军也是如此，上
班时段兢兢业业做好服务，工作之
余主动上门为有需要的老年人解决
用电难题，非但不收工钱，还时常
倒贴电线、开关。

似乎从事与电搭边的工作的
人，都会将“万家灯火”视为自己
的追求和骄傲。集国家高层次人才

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家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央
企楷模”等身份于一身的薛峰说，

“万家灯火”是对他工作的最好褒
奖，所以他秉承“一辈子做成一件
事”的精神，扑在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的学海里潜心钻研。钱海军长期
扎 根 基 层 一 线 ， 手 机 24 小 时 在
线，只要求助者一个电话，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王建省亦是如此，
他说：“接通电源，打开开关，灯
亮的那一刻，客户笑了，我的心里
也敞亮了。”

这个世界只有平凡的人，没有
平凡的职业。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
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就像
建造高楼大厦，支撑楼体的钢筋水
泥固然重要，搭造地基的一沙一石
也不可或缺。不同行业、不同岗位
的人，只要“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都将熠熠生辉。

热爱与敬业让“职业价值”熠熠生辉

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