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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100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看百年大党的理论自觉

去追，看似辽远的梦 ；

去摘，遥不可及的星 ；去走，

通向光明的路。于是，梦想照

见现实，星辰照耀大地，人间

不同往昔。

真理伴随新生，浸入一

个民族的灵魂与血脉。时间

之河川流不息，甘甜的味道

历久弥新。

（一） 甘霖
百余年前，民族困厄，

苍生落难。

改良主义、自由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

主 义、实 用 主 义、三 民 主

义……无数仁人志士艰难求

索，却撞得头破血流。

“诸路皆走不通了。”

黎明的前夜，历史等待

擎火者。

1920 年早春，浙江义乌

的闭塞山村，阳光照进破旧

的柴屋，29 岁的青年陈望

道，沉浸于翻译工作，不觉

中，“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

味道很甜”。

半年后，中文版《共产

党宣言》在上海印刷出版，如

闪电刺破暗夜，火种撒向人

间。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久旱

逢甘霖。

精神之甜、信仰之源，

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的革

命先辈，送来了绝望中的希

望，指明了蒙昧中的方向。

由此产生中国第一代

共产主义者。

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一个勇担民族复兴历

史大任、一个必将带领中国

人民创造人间奇迹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应

运而生。

（二） 信仰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

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

类求解放。

它带来的，不仅是系

统、科学、正确的理论体系，

还有精神力量、价值引领，为

中国革命的胜利铸了魂。

因有信仰，而生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

日就立下以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

志向，筚路蓝缕、风雨兼程，

带领人民不断铸就去实现民

族复兴的伟大业绩。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

大厅里，摆放着 0001 号文

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

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

的 绞 刑 架。1927 年 4 月

28 日，北京西交民巷京师

看守所内，李大钊和其他

十九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

张作霖秘密绞杀。临刑之

际，李大钊没有犹豫，更没

有畏惧。他第一个登上绞

刑台，慷慨赴义，年仅 38

岁。他在《狱中自述》中写

下这样一段话 ：“钊自束发

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

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

励行其所知”。

无数革命者牺牲自己，

却把光洒在后来者的身上。

革命先驱的理想信仰，来自

理论的坚定，来自真理的求

索，来自人民的立场。

为了信仰，是可以付

出生命的。中国共产党的入

党誓词中说 ：“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这就是信仰的宣示。

历史沧桑，民心至上。

人民，是百年大党的初心所

系。从一成立，党就到基层群

众中去，特别是工人、农民中

去。这是中国以往任何政党

没有做过的。

“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

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

考验的精神支柱。”

恒定的目标，不变的初

心，远大的抱负，坚贞的信

仰，奋斗的自觉——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但是有了

这些，求索的味道又怎能不

是甜的？

（三） 飞跃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

实际结合起来，不断结出甘

甜硕果。

一个古老民族的容颜

焕然一新且日新月异。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按

下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

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激

昂旋律中高高升起。新中国

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

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

开启了新纪元。

从 一 大 时 的 50 多 名

党 员，到 如 今 有 9100 多

万党员的泱泱大党 ；从一

穷二白发展成深刻影响全

球经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

的旧中国，到消除人类最

大的绝对贫困群体，走向

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的新

中国 ；从封闭僵化、饱受

欺凌，到海纳百川、拥抱世

界，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

中央……

“两弹一星”、杂交水

稻、“神舟”飞天、“北斗”组

网、“嫦娥”探月、“蛟龙”入

海、“天眼”巡空、“天问”探

火……一代代中国人艰辛探

索，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迈

向未来步履矫健。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未

如此之清晰。

历史证明并将继续证

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

是理论之源。一百年来，中

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高度的理

论自觉，把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提

高到新的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当代

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

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四） 前景
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成

功的实践样本，中国正为马

克思主义注入新鲜动力、厚

植丰腴土壤。

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大

约 30%，在新发展格局下，

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开放的

中国有望对世界经济作出

更大贡献。

踏上新起点，未来无限。

到本世纪中叶，《共产

党宣言》发表 200 周年之时，

也正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之际。

彼时，马克思、恩格斯

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

会更加在中国大地上生动

展现。

彼时，最好的赞美仍莫

过于——嗯！真理的味道非

常甜。

（据新华社）

如今，80 岁的乔安

山每天要做一件事，就是

到摆放在家里客厅向阳位

置的雷锋铜像前，与战友

“说说话”。“老班长，你放

心吧，我活着一天，就传承

你的精神一天。”

1960 年，19 岁的乔

安山参军入伍，和雷锋同

住一间屋、同开一辆车，

成为亲密的战友。“雷锋

大我一岁，他看待我像亲

弟弟一样。”乔安山回忆，

有一次两人一同出车，还

没到达目的地，雷锋让他

将车停在路边，然后自己

下了车。

“原来，班长是看到有

位村民推着装满菜的手推

车上不去陡坡，帮着推车

去了。”乔安山见状，也下

车帮忙。“上车后，我对班

长说，刚刚我也看到村民

推不动了，但我当时心里

想的是赶紧将货物送达，

为人民服务这方面我得好

好向你学习。”

“我转业后到铁岭工

作。有一次，我开车途中

发现很多人围在一起，停

车后到人群中才知道，是

一个女孩要去参加高考，

因为过于紧张昏倒了。”

乔安山见状赶紧将其抱

到车上并送往医院。“给

孩子付完医药费，我才离

开。”乔安山说，当天晚上

休息时回想白天发生的

事，脑海中却全都是雷锋

帮村民推手推车的画面。

“班长要是活着，一定也

会这么做。”

和雷锋最后一次出

车，成了乔安山心中永远

的伤痛。1962 年雷锋去世

后，乔安山沉默了 33 年。

“学习雷锋精神，传播

雷锋事迹，作为他的战友，

有什么理由不站出来？”

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乔

安山终于决定直面伤痛。

1996 年，一部以乔安山为

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

日子》上映，人们才知道 ：

乔安山一直在用实际行动

延续着雷锋精神。

乔安山也因为电影

的公映打开了心结，走上

了公开传播雷锋精神的道

路，足迹遍布全国。目前，

他已宣讲雷锋故事逾 4000

场次，担任 160 多所学校

校外辅导员，捐款 10 余万

元用于扶贫助学。

在乔安山影响下，他

的后辈也在传承着雷锋精

神。有一年冬天，乔安山大

儿子乔伟在街上看到一个

货车司机衣着单薄，冻得

瑟瑟发抖，乔伟二话没说

就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

了他。

乔安山的孙子、孙女

从小听着雷锋的故事长

大。孙子乔廷路成了厂里

的“学雷锋标兵”，2009

年孙女乔婷娇参军入伍。

看着穿上军装的乔婷娇，

乔安山欣慰地说 ：“你可

以续写班长的日记了。”

2015 年 底，乔 婷 娇

退伍后到清华大学科研

院从事行政工作，2016

年她组织清华学子重走

雷锋路。“我们从雷锋故

乡湖南望城出发，先后

到雷锋工作过的鞍钢弓

长岭铁矿、雷锋生前所

在部队驻地抚顺、雷锋

参加国防施工的铁岭山

区……”2019 年，乔婷娇

回到抚顺在雷锋学院承

担对外联络工作。

目前，乔婷娇已为 8

万人次讲解雷锋精神，退

伍后赴 26 个省份作学雷

锋报告 1200 场，协助多地

组建志愿团队，累计捐款

3 万多元。

乔安山一家三代组成

了家庭版的“雷锋班”，用

实际行动传承雷锋精神。

“每逢过节，家里要留一副

碗筷给雷锋 ；每年清明节，

我们一家都去祭扫雷锋

墓。”乔婷娇说，雷锋一直

活在她家每个人的心里，

雷锋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影

响着一家人。

（据新华社）

乔安山
一家三代组成家庭版雷锋班

廖俊波
人民的樵夫

仲夏时节，烈日炎炎，福建

省南平市政和县铁山镇东涧村

的一座六角亭成为村民们纳凉

的去处。

这座亭名为“思波亭”，是

南平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廖俊波因公殉职的消息传到村

里后，村民们“你两百我三百”，

自发捐款盖起来的。

2017年3月18日，星期六。

忙了一天的廖俊波匆匆回家扒

了几口饭，从一百多公里外乘

车赶往武夷新区，准备主持召

开晚上 8 点的协调会。途中他

不幸遭遇车祸，走完了年仅 48

岁的一生。

正如微信昵称“樵夫”一样，

廖俊波勇挑重担，勇于担当，他常

说“有困难，让我来试试”。

2011 年 6 月，廖俊波来到

了彼时困难重重的政和县任县

委书记。政和县是福建省贫困

县，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居全省之

尾。但“省尾书记”廖俊波认为，

党组织“把我放在哪里都是信

任，让我做更多的事就是重用”。

走马上任后，廖俊波在政和

的乡镇奔走调研两个多月，又把

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召集起来，

热烈讨论了三天，发展思路渐渐

明晰——突破工业、城市、旅游、

回归等“四大经济”。

4 年间，廖俊波带领政和疾

驰在发展之路 ：2012 年县域经

济发展指数提升 35 位 ；2013、

2014 年蝉联全省“县域经济发

展十佳县”；2014 年财政收入

由 2011 年的 1.6 亿元增长到

4.9 亿元。

政和县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显著的同时，3 万多贫困人口

摘掉帽子。

东涧村村民刘良汉是其中

之一。“2013 年，廖书记来村里，

挨家挨户地走。他还倒茶给我

们吃，一点架子也没有。”刘良

汉说，廖俊波关心群众生活，一

心想为人民造福。

刘良汉说，廖俊波看到村民

居住环境恶劣，嘱咐村里粉刷泥

巴墙并对臭气熏天的厕所进行

改造。村里老人多，他还主导将

破庙改造成老人活动中心。

为发展疾呼、为民生奔走，

群众生活和收入水平提升是廖

俊波牵挂的一件大事。他为东涧

村出谋划策，帮助发展花卉基

地，带动东涧村 50多人就业，村

民人均年收入 1万多元。

廖俊波深知，要深入改变

闽北落后贫困的局面，还需要

招商引资。武夷新区四级调研

员张颖说 ：“廖俊波对客商充

满了‘求婚的真诚和勇气’。外

出招商时他挤地铁、吃快餐，带

着 5 套图纸上门推介，他的工

作方法深深影响了我。”

为说服某机电企业将项目

落地政和，廖俊波 6次到福安拜

访。该企业监事卓增生说，“感受

到他万分想发展政和的心”。令

政和县政协副主席魏常金印象

深刻的是：“廖书记甚至希望把

他的手机号码印在广告牌上，全

天候 24 小时办公，方便投资机

会找到政和。”

企业落户后，廖俊波想企

业所想，设身处地为企业考虑

周到。“廖书记对项目十分关

心，每天至少来两趟。” 闽铝

轻量化汽车制造公司副总经理

周强说，“有一次施工到钢构主

体，他从工程进度表中预判到

熟练电焊工数量不够，及时从

全市范围调拨人员火速驰援，

保证工程按期竣工。”

“等不起啊，等不得！”廖

俊波常把“一天有 48 小时该多

好”挂在嘴边。这种只争朝夕的

敬业精神带来了“俊波速度”：3

天跑 4 座城市，会见 6 批客商 ；

闽铝轻量化项目从开工到正式

投产历时 69 天 ；乘坐的公务车

4 年跑了 36 万公里，平均每天

行驶约 250 公里。

逝世 8个月后，廖俊波被评

为第六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他像一湾俊朗清波，滋润了

闽北大地。他像一颗种子，种在

广大干部群众心里。“俊波精神”

激励了一批批好干部好党员，各

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2017 年 10 月起，南平市表彰了

4批 41 名“廖俊波式”的好干部、

好党员。

几十年筚路蓝缕，夙夜在

公，勤政为民，廖俊波甘做“樵

夫”，为人民送上暖心的“柴

薪”。他的精神长存。

（据新华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廖俊波 （中） 在福建省政和县铁山镇东涧村向花农
了解花卉生产情况                                     （资料图） 乔安山在位于辽宁抚顺的家中阅读记载雷锋事迹的书

红色家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