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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微语观潮

面向未来，风雨依旧，挑战
仍在，想要在新的一年开好
局、起好步，继续拥抱梦想、
成就未来，书写新的传奇，其
关键也在两个字：奋斗。

N 第三只眼

近年来，固原市积极探索城乡老
年助餐服务新路子，目前，已建成运
营城市社区助餐点 35 个，乡镇及农
村助餐点 274 个，为超过 2 万名老年
人提供了便捷的助餐服务。

一日三餐是健康生活的基础和
保障，但对于没人照顾、行动不便的
老年人来说，做饭难、吃饭难反而成
了困扰他们生活的难题。尤其在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解
决好舌尖上的养老难题，成为各方面
临的一道必答题。而像固原市这样
积极推进老年人助餐点建设，满足老
年人就近就餐需求，让老年人在家门
口就能够吃上热乎饭的做法，就称得
上是一个暖胃又暖心的民生项目。

小小的饭碗，承载着大大的民
生。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理应从一
顿“热乎饭”开始。不过话说回来，助
餐服务看似简单，也考验着社区工
作者精细化服务的能力。比如经营
时 间 如 何 安 排 、菜 品 种 类 怎 么 选
择 ，甚 至 对 一 些 老 年 人 的 用 餐 习
惯、口味偏好等个性化需求也要有
所考量。总之，助餐服务好不好，精
细度是重要标准，唯有下足绣花功
夫，从细节上解决好“服务谁、服务什
么、谁来服务”的问题，不断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个性化的助餐需求，提供
特色鲜明的助老服务，才能充分提升
老年助餐服务质效，让“舌尖上的养
老”更有品质。

让“舌尖上的养老”更有品质
沈 琪

日前，永宁县举办首笔碳普惠交
易资金发放仪式，宁夏两家公司以每
吨 75 元的价格，向胜利乡五渠、先
锋、园林、胜利 4 个行政村村民购买
二氧化碳排放量 399 吨，交易金额
29925元，受益村民360户。

看到这条信息，或许有人会问，
是不是其他地方也可以如此交易？
答案是否定的。上述村民之所以能
享受实惠，是因为他们积极参与了碳
排放权改革，用开展清洁取暖改造换
来了此次交易。正如当地一位环保
部门负责人所说，“本次交易让环境
资源有限、有偿、有价的理念更加深
入人心”，既让村民取得了收益，使企

业得到了更多发展空间，也让环保理
念具象化，可谓一举多得，极大促进
了当地碳排放权改革工作的开展。

从让群众参与其中，到成果惠及
群众，再到群众积极推动……永宁县
用一幅在良性互动中不断推动改革
的鲜活画面告诉我们，靠实际成效

“背书”，让改革更多惠及群众，才能
更为有力地推动改革事业。当前，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已成发展“必答题”，
倘若各地都能从中得到启发，用更多
改革成果惠及群众的实景推动改革
浪潮滚滚向前，就会有更多地方写好
新征程上的改革续篇、时代新篇，也
能为群众带来更多发展实惠。

用更多惠及群众的实景推动改革
虎 权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贺兰县在
辖区内划定部分区域设置春节临时
摊位，即日起至1月10日可免费申请。

小地摊，大民生。一个地摊背后
往往维系着一个家庭的生计，也承载
着当地居民的美好记忆。遥想记忆
中的春节，大街小巷里除了张灯结彩
的喜庆氛围，还有许多小商贩们忙碌
的身影和热切的招呼声，窗花对联、
海味干货、新鲜水果、特色小吃等应
有尽有，浓浓烟火气中留下无法忘怀
的回忆。春节临时摊位的免费放
开，释放出城市管理者不再单纯追
求整齐划一的城市面貌，而是更多考
虑市民生活的舒适度，既为小商小贩

创造出一个更加宽松有序的经营环
境，也释放出了城市愈加包容的强烈
信号。

市井烟火气，浓浓年味情。诚
然，临时摊位的放开会给城市管理带
来新的挑战，但多一些换位思考，多
一些理念转变，在用足“绣花功夫”中
释放出诸多善意，在提高执法水平中
厚植为民情怀，从经营区域、卫生环
保等方面全方位创新城市管理工作，
很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管理的烦
恼”也会自然纾解。期待未来的日子
里，我们能更多感受到临时摊点免费
放开的温情服务，也能看到更多城市
管理升级版的精彩亮相。

期待更多烟火气里的温情
孙莉华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二五年
新年贺词，点赞无数为梦想拼搏的劳动
者、建设者、创业者，指出光荣“属于每一
个挺膺担当的奋斗者”。聆听贺词，感慨
系之，既感念于总书记铿锵话语中饱含
的深厚人民情怀，也对“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有了更为深刻的感受。

奋斗，是危难时刻的挺膺担当。地
震来临的一瞬间，他不顾自身安危，转身
背起腿脚不便的同学一起往外冲；房屋
晃动中，幼儿园老师们没有往外跑，而是
跑向教室，把孩子们护在自己身下往外
撤；面对灾害，一百多名消防员赶赴震中

进行排查，冲锋在前、星夜守护，力保社
会治安平稳有序……岁序更迭之时，一
个个瞬间定格，见证着危难时刻挺膺担
当的宁夏英雄，也为我们在时间的坐标
上镌刻了新的奋斗足迹。

奋斗，也是日常生活里的不懈努力。
去年年初，兽医白婳登上央视，以奋斗的
青春点亮乡村全面振兴的序曲；金三银
四的求职季，“十万大学生留银川专项行
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留在宁夏创业就业
的 11.7 万青年人才成为塞上宝贵的生力
军；1—11 月，“三个 100”重点工业项目
开工 292 个，一批批重大项目在这片热
土落地生根，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

“稳”；宁夏农林科学院的专家们以“云”为
媒，推动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为企
业创新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从广袤的
农村大地到繁华的都市中心，从科技创新
的最前沿到人生出彩的别样舞台，从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改革热土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家园，2024年的美丽新宁夏，
始终与“奋斗”“实干”紧密相连。

正是在奋斗目标的感召、鼓舞、激励
下，我们才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起
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宁夏篇章的强大合力；正是因为始终
坚持奋斗的精神，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
部群众才能拿出勇于担当的勇气和斗争
到底的精神，锻造钢筋铁骨、练就过硬翅
膀，打通改革征程上的各种壁垒，以实实
在在的成效托举起经济社会发展的万丈
高楼；正是因为有无数人坚持走在既当
改革促进派、又当改革实干家的道路上，
干实事不图虚名、谋实招不求虚招、求实
效不做虚功，我们才能在抓落实上投入
更大精力，推动既定目标落实落地，把
更多群众的美好希冀变成了让人惊喜的
现实。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
长。回看来路，我们在奋斗中收获了成
功的喜悦，也在奋斗中积攒了丰厚的精
神财富。面向未来，风雨依旧，挑战仍
在，想要在新的一年开好局、起好步，继

续拥抱梦想、成就未来，书写新的传奇，
其关键也在两个字：奋斗。2025 年是

“十四五”收官和“十五五”开启之年，承
上启下之际，形势会愈加复杂，任务也会
更加艰巨，加之刚刚闭幕的自治区党委
十三届十次全会暨自治区党委经济工作
会议为宁夏改革发展部署了 9 个方面重
点工作，具体实施中，会遇到各种可以预
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也定然会付
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还是那句
话，秉持“奋斗”二字，坚持做挺膺担当的
奋斗者，我们定能在知重负重中彰显担
当，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见到
实效。

大道如砥，奋斗如歌。新一年，请以
梦想为纸，以奋斗为笔，以实干为墨，勾
勒出更美好的自己，用更多奋斗的力量，
铺展出美丽新宁夏的崭新一章！

做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宫炜炜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连日
来，宁夏公安机关对在此次地震中发布
不实及炒作信息的人员进行落地核查。
截至目前，监测发现各类谣言及不实信
息87条，依法严厉快查快处网上涉震造
谣传谣活动，依法给予教育批评 53 人，
治安拘留4人。

真是谣言次次有，次次各不同。尤
其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总会出现个别
人在网络上乐此不疲制造传播谣言的
事情——有的是为了博人眼球，哗众取
宠；有的纯属恶作剧，凑热闹；还有的是
想通过炒作、扩散谣言，获取实实在在
的利益……虽说在官方消息面前，不管
谣言描绘得多真实最终都会不攻自破，
但在特定条件下，谣言比事实跑得更
快，传染力、变异能力更强，也是不争
的事实。更加可怕的是，一旦谣言大
量传播，不仅会消耗大量社会资源，还
会徒增人们的焦虑，带来人员聚集、社
会恐慌等不必要的意外，所造成的后果
远比想象的严重，影响也更为恶劣。

都说“谣言猛于虎”，此次相关部门
依法严肃惩处谣言散播者，就是在提醒
广大市民，网络并非法外之地，随意散
播谣言属于违法行为，必须抵制。但相

关部门除了事后做出及时惩处之外，还
需要多些未雨绸缪的工作意识。“三人
成虎”的典故早已有之，应对突发事件，
权威部门、相关专家和媒体只有做到及
时回应公众信息需求，果断、全面、准确

地公开信息，才会让公众心中了然，不
胡乱猜疑，让谣言失去市场，更阻止谣言
乱舞。

谣言止于治者，也止于智者。此次
也有不少网友提出，特殊时期对造谣者

尤其不能姑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
公众对真相、事实有天然的好感，并不
会因为谣言有“抓眼球”的情节就愿意
亲近。因而，面对谣言，除了依靠相关
部门及时出手，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秉
持“抵制谣言，人人有责”的态度。虽说
突发事件来临时，恐慌心理无法避免，
但一味听信谣言、以讹传讹，不仅无法
保护自身利益，客观上还会造成谣言的
广泛传播。所以，面对铺天盖地的信
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保持审慎选择的
态度。只要人人保持清醒认知、认真甄
别信息，不轻信不盲从，不做谣言的“二
传手”，谣言的传播链条自然很快就会
断裂；反之，轻信或再传播，都会让谣言
变异走样、不胫而走，越传越离奇、越传
越趋真。

不随谣言起舞，就是最好的生活锦
囊。危机之下，相关部门多一点解释、
多一点说明，就能让谣言不攻自破。游
走在信息世界中的我们，也不该断章取
义，更不能为谣言添油加醋，只有不断
增强抵制谣言的免疫力，才能为治理谣
言贡献一份力量。

不让谣言乱舞 不随谣言起舞
尉迟天琪

漫画漫画 李雪李雪

两片红土地的对话
——“新时代新征程央地媒体遵义行”见闻

本报记者 姜 美 徐 琳 文/图

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总有一些印记如璀璨星辰，布满历史的天
空，总有一些精神似熊熊火炬，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宁夏与贵州，这两
片被革命先辈热血浸染的红土地，虽相隔千里，却因长征而紧密相连。

倘若颜色可以赋予城市独特的灵魂，遵义市无疑是被热烈而深沉的
红色所萦绕。这片位于中国西南腹地的土地上，镌刻着诸多熠熠生辉的
传奇篇章。回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于长征的艰难征程
中，在此召开了遵义会议。这场会议宛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前
行的曲折道路，成为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关键节点，深刻扭转
了中国革命的航向，引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迈向新的征程。

在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跟随“新时代新征程央地
媒体遵义行”主题采访团踏上这片充满革命记忆的土地，怀揣着敬畏
与虔诚之心，去探寻、采撷那些在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的红色故事。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1935年 2月红军再次占领娄山关，毛
泽东同志在此留下了气吞山河的豪迈诗
篇《忆秦娥·娄山关》。“六盘山上高峰，红
旗漫卷西风”，同年 10月，毛泽东同志以
豪迈笔触勾勒出红军长征途中壮志凌云
之景，写下《清平乐·六盘山》。1935 年，
娄山关见证了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
捷。1935年到 1936年，红军翻越了六盘
山，红军一、二方面军在此会师，中国革命
在这里峰回路转走向胜利。娄山关与六
盘山，虽相隔山水迢迢，却在革命的浪潮
中紧密相连。

2008年7月，为纪念娄山关战斗，弘扬
长征精神，全国第一所红军小学——娄山
关红军小学在遵义市汇川区挂牌成立。自
成立以来，学校以“传承长征精神，孕育红
色理想”为核心办学理念，开发了一系列
红色课程、红色教材，编写了《红色记忆》
《红韵飘香》《红娃对着太阳唱》红色读本，
并创新设计红色德育主题大课间，将红色
基因传承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2017
年起，娄山关红军小学组织开展“小红军
宣讲员”培训工作，让学生为校园内外的观
众讲述红军在长征路上发生的一系列感人
故事。截至目前，娄山关红军小学培养“小
红军宣讲员”270余人，其中不少已步入高
中、大学校园，足迹遍布省内外。“这不仅让
我们能够铭记历史，也是红色精神的传承
和延续。”“小红军宣讲员”马兴烨说。

遵义市仁怀市鲁班场红军烈士陵园，
长眠着在长征中牺牲的 146 位红军烈
士。1968年，遵照组织安排，退役军人刘
付昌接受了守护烈士陵园的任务，他修围
墙、修道路、修墓地，一守就是 50年，直至
生命最后一刻。在守陵的同时，刘付昌还
向前来祭奠烈士、为英魂扫墓的人们讲述
红军故事 3000 多场次，让更多人了解革
命英烈的感人事迹。1999 年，同为退役
军人的郭德刚被刘付昌老人守护烈士陵
墓的事迹感动，主动向相关部门提出申
请，成为烈士陵园的第二代守护者。“从
小，我的爷爷、外公就跟我讲述鲁班场战
役，红军的英雄事迹和光荣传统一定要一
代一代传下去。”郭德刚说。

1月 1日清晨，固原市六盘山红军长
征旅游区，不少市民共同迎接 2025 年第
一缕晨光，这是对新年的美好期待，更是
对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历史的深沉致敬。

如今，当地的孩子在学校里传颂着红
军的故事，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创业者
以先辈不畏艰难的勇气为指引，在这片
土地上发展特色产业，让古老的山川焕
发新的生机；文旅事业蓬勃兴起，一批又
一批游客沿着红军的足迹攀登，在体悟
历史厚重的同时，也为六盘山地区注入
了新的活力。

两首诗词的回望，是我们对革命历史
的庄重致敬，更是我们汲取精神力量、迈
向未来征程的起点。

两首诗词的回望
宁夏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 37 度

至 39 度，是酿酒葡萄种植的“黄金纬
度”，风土条件适宜。这里的葡萄酒产
量占全国葡萄酒酿造总量近四成，每
年有 1.38 亿瓶葡萄酒从这里走向世
界。葡萄酒不仅成为世界认识宁夏的

“紫色名片”，也是宁夏人心中的“紫色
梦想”。

在遵义市仁怀市茅台镇，四面环
山，赤水河如一条玉带镶嵌其间。河的
两岸，酒厂林立，这里是全国酱香白酒
核心产区。赤水河，以其随季节变换的

色彩——时而赤红，时而清澈而得
名。它是中国美酒的摇篮，四分之三
的流域藏于深山之中。河畔的紫红泥
土，如同大自然的过滤器，为酿酒提供
了纯净的生命之源。

走进茅台集团包装车间，陈酿的
茅台原液，经过洗瓶、灌酒、贴标签、拴
丝带和装箱等工序，化身货架上常见
的茅台酒。

茅台酒酿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
于明清、盛于当代，以其独有的工艺、

卓越的品质，成为世人眼中的国酒精
品。一瓶好酒离不开好水，离不开优
质原粮，更离不开好的酿造工艺。一
瓶酒经历制酒、制曲、贮存、勾兑、包
装 5大工法，30道工序、165个工艺环
节，最后才是大家所看到的茅台酒，
每道工序、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彼
此环环相扣，共同铸就了品质卓越的
茅台酒。

以茅台为代表的白酒企业，在市
场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也让
贵州的白酒产业闻名遐迩。其成功的
背后，不仅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更
是对传统酿造工艺的坚守与传承。酒

企深知品质至上的道理，在追求规模
与效益的同时，并未放松对质量的严
格要求。从源头的原料选取，到酿造
过程中的精准把控，再到成品出厂前
的层层检验，每一步都彰显着对品质
的执着。

在遵义市产业发展的大舞台中，
湄潭茶香飘万里，辣椒产业炙手可热，
赤水竹引领风尚，贵州钢绳见证大国
崛起……产业的蓬勃发展，它们都承
载着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在遵义这片土地，红色文化的火
种生生不息，绿色产业的活力蓬勃喷
涌，人文风情的魅力熠熠生辉。

一个产业的“兼香”

“一谢共产党，翻身把你想，以前
我们做牛马，现在人人把家当；二谢共
产党，吃饭把你想，以前忍饥又挨饿，
现在温饱奔小康……”遵义市湄潭县
兴隆镇龙凤村的田家沟，青山含翠，茶
园馥郁，富裕起来的村民以质朴的情
怀创作了花灯戏《十谢共产党》。一字
一句，从生活的细微处着笔，回溯往昔
岁月的艰辛，映照今朝幸福的甘甜，感
恩之情溢于言表。这是人民对党的深
情礼赞，也是党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生
活的生动见证。

遵义市湄潭县抄乐镇落花屯社
区，作为移风易俗的先行典范，“车不
过十，礼不过百”的新风尚从这里吹向

四方。“寨管家”与红白理事会携手同
行，于岁月的沉淀中探索出乡村治理
的和谐新篇。《红白理事会章程》经村
民代表大会热烈研讨后落地生根，化
为通俗易懂的村规民约，镌刻在每一
位村民的心田。

临近年关，村里的一户农家正在
准备年货，左邻右舍正帮忙张罗，邻里
关系一片和睦。这一幕也吸引了采访
团众多记者。“‘车不过十，礼不过百’
真正为农民减轻了负担，让大家有了
乡情，所以才能看到这一幕温馨的画
面。”四川新闻网记者钟秀说。

遵义在基层治理中所取得的成效，
为全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
法，让长征精神在基层一线绽放新的光
彩，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成
立于 2003年，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互
嵌式社区。为促进各民族居民交往
交流交融，长城花园社区持续优化便
民惠民举措，通过主题宣讲、小组学
习等形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让社区生活更有温度，让居民的幸福
感不断提升。“我们社区各族群众不
是亲人胜似亲人。”长城花园社区党
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赵耐香说，每天
下午社区文艺团都来排练，居民们欢
声笑语不断，生活的幸福感也在不经
意间传递而来。

银川到遵义，虽相隔千里，但基层

治理的智慧与温情跨越了地域，共同
绘就了新时代基层发展的美好画卷。
无论是遵义的乡村新风尚，还是银川
的民族团结和谐之景，都深深烙印着
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足迹，彰显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基层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回首往昔，在两首诗词的回望中
汲取了奋进的力量；立足当下，通过龙
头产业的崛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展
望未来，我们坚信，在长征精神的引领
下，宁夏和贵州将继续携手共进，让长
征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
芒，向着新的目标、新的征程豪迈迈进，
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壮丽史诗。

宁夏与贵州，这两片红土地上的
故事将继续讲述下去。

一股新风的滋养

娄山关红军小学“小红军宣讲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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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乐镇落花屯社区是移风易俗的先行典范抄乐镇落花屯社区是移风易俗的先行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