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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信心　阔步复兴征程
———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四周年

　　时间镌刻
传奇，奋斗创
造 历 史 。 今
天，我们迎来
中国共产党成
立104周年。
　　从兴业路
到复兴路，从
小小红船到巍

巍巨轮，一个历经风雨、千锤百炼的马
克思主义执政党初心如磐、信念更坚，
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目标凯歌行进，书写下荡气回肠的
时代新篇。
　　这新篇里，有化危机、闯难关、应
变局的从容与勇毅。面对深刻变化的内
部条件，我们在综合施策中创造机遇、
赢得主动。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
我们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
确定性。
　　这新篇里，有无惧任何风浪的信心
和底气。党和人民始终站在一起、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多少激流险滩，多少
关隘沟坎，都动摇不了我们创造幸福美
好生活的钢铁意志，都阻挡不了我们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铿锵步伐。
　　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只要我们坚定信念信心
不动摇，直面矛盾问题不回避，应对风

险挑战不退缩，就一定能够打开改革发
展新天地！”
　　面对动荡的世界，有外国政要认
为：“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稳定性，更是
未来持久的希望。”国际社会日益形成
这样的共识：“在中国，看到了未来，
看到了信心。”
　　一百多年来的苦难辉煌，新时代以
来的砥砺奋进，今年以来的应变求变，
深刻启示我们：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两个
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14亿
多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没
有干不成的事。
　　今天，回望历史，中国的面貌、中
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
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眺望未来，决胜“十四五”、阔步新征
程，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
定发展、迈向伟大复兴。
　　当此全党上下庆祝党的生日的庄严
时刻，当此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
们前进道路上还面临许多风险挑战之
际，尤需叩问初心、振奋精神，从党的
奋斗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汲取
不竭力量，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
创业，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

　　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
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从“革命理想高
于天”的红军将士，到发扬“两弹一
星”精神的科技工作者，再到“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的新时代青年，坚定的
理想信念、执着的真理追求，正是我们
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密码。
　　新的征程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终身课题，不论时代如何变化，不论条
件如何变化，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实践者，树立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追
求崇高的思想境界、增强过硬的担当本
领，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敢于斗争，
才能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创造经得
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到坚持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
络……秉持“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
等大事”，我们党始终以实际行动取信
于民、造福于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
业，也是一项充满风险挑战、需要付出
艰辛努力的宏伟事业。以人民为价值旨
归，牢记“国之大者”，想人民之所
想，行人民之所嘱，用心用情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定能凝聚起磅礴
力量，和衷共济创造历史伟业。
　　治其身而天下治。新时代以来，我
们党之所以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
关键就在于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
命，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
治党。
　　面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四
种危险”，唯有以“永远在路上”的坚
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把
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把党建设
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人
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我们要以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为契机，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功
夫，以改进作风的实际成效赢得人民群
众支持和拥护。
　　面向未来，时、势、义都在我们这
一边。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坚定信
念信心，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
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就是最
大的确定性和稳定因素。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新
征程上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社北京6月30 日电　人民日
报7月1日社论）

  □ 本报记者 刘宸

  6月24日，济宁市兖州区，午后的阳
光暖暖地洒在幼儿园操场上，一个瘦小的
身影坐在椅子上，银发整齐地拢在耳后，
布满皱纹的脸上有着一双清亮的眼睛。她
便是我们此行的采访对象——— 91岁的八路
军老战士王云英。老人喜欢孩子，这里又
宽敞，便领着我们来到楼下这所幼儿园接
受采访，“我叫王云英，12岁就参军
了。”
  “我哥哥叫王守仁，在我很小的时
候就跟八路军走了，后来爹娘都没了。”小小的她被托付给婶
子抚养。1945年初，哥哥王守仁执行任务路过家乡，将她带离
了那片熟悉的土地。“哥哥能当兵，我就不能当吗？”九旬老
人讲述起几十年前的决定，语气里依然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
和自豪。就这样，年仅12岁的王云英，在组织安排下进入野战
医院，成为一名医疗兵。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野战医院就是生的希望。王云英迅速
融入了这个救死扶伤的集体，宛若一只奔忙在烽火中的白鸽。
“什么都能干。”老人历数着，“给伤员包扎，喂饭，换药，
洗衣服，洗纱布……”这些工作对一个孩子来说繁重而琐碎，
但她做得异常认真，很快便成了伤员口中细心、麻利的护理
能手。
  烽火硝烟里，物资短缺是常态，尤其是救命的纱布。王云英
记忆最深的就是清洗纱布：“纱布不够用，就把用过的纱布放上
碱，煮，再捣，尽量洗得干净一些再重复利用。”滚烫的碱水、
弥漫的蒸汽、反复捶打搓洗……一双小手，在艰苦的劳作中磨砺
出超越年龄的坚韧。她知道，每一块洗净的纱布，都意味着一份
生的希望。
  战争的残酷，在她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在
野战医院的日子里，她近距离目睹了太多的伤痛与牺牲。“看到
伤员牺牲，心疼却哭不出来。”老人说到这里，声音低沉下去，
眼眶瞬间红了。她抬起手，用力地在眼角抹了一下，仿佛要擦去
那穿越时光涌出的悲痛。但紧接着，她的眼神变得犀利，语气也
激动起来：“怕有什么用？不会打枪，我就把伤员照顾好，让他
们养好伤再出去打鬼子！”这掷地有声的话语，是一名12岁的战
士在战争年代发出的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誓言。
  在众多惊险的经历中，有一次遭遇让老人记忆犹新。那天部
队躲藏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洞口前有一条小溪，我在那里洗
衣服。”王云英描述着那个场景。突然，放哨的战士发出了警
报：“鬼子来了！”
  她心头一紧，扔下衣物，转身就往洞里跑。染血的衣物却被
遗忘在溪流边。血水顺着清澈的溪水蜿蜒而下，暴露了他们的踪
迹！鬼子很快循着血水追到了洞口。
  “鬼子看不清便向洞里放了几枪！”老人清晰地记得子弹破
空的声音，“有一发崩到了我的裤脚！”千钧一发之际，身边的
排长反应极快，“排长紧紧捂住我的嘴，我这才没叫出来。”洞
口光线昏暗，敌人正欲探头查看，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时刻，与
鬼子同行的翻译官开口了：“刚才里面看过了，没有人。”鬼子
这才带着疑虑退去。
  当抗美援朝战争的号角吹响，王云英再次义无反顾地奔赴前
线，负责战地救护。在那里，她身手敏捷，总是冲在最前面抢救
伤员。她临危不乱，曾巧妙地利用当地常见的马齿苋，解决了部
队因水土不服暴发的大面积腹泻。她的青春在奋斗中绽放异彩，
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五次。
  采访尾声，我们请这位历经沧桑却依然乐观的老人说两句朝
鲜语。她笑着，清晰地说出一串音节。看到我们一脸茫然，她像
个孩子般开怀大笑：“哈哈哈，我说的是‘大姐，饭做好了吗，
够吃吗，不够吃的话多做点’。”爽朗的笑声在幼儿园的操场上
空回荡，与孩子们偶尔传来的嬉闹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安宁
祥和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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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魏然

　　夏日，云台山脚下的济南市历城区
港沟街道芦南村绿意浓郁、水声潺潺。6
月28日上午10点多，芦南农场充满了孩
童的笑声，芦和巷的田园风街区已有不
少游人打卡拍照。
　　眼前这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村
生活图景，在20年前，却是另外一番开
山采石、泉水断流的景象。
　　芦南村区域面积2 . 13平方公里，村
民632人，党员31名。2004年以来，芦南
村坚持“支部带头、干群联动”，以建
设“无忧芦南”为目标，走出了一条党
建引领下的生态立村、产业强村、文明
兴村的乡村振兴路。
　　2004年，在外经商多年的贾虎平回

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带
领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开始走绿色发
展之路。新班子上任第一天，就作出了
关停村内全部采石场、石料厂和石灰窑
的决定。2005年春天，芦南村党支部向
全体村民发出“每人义务植树300棵”的
号召，经过连续三年的山体绿化攻坚战
和不间断补种，累计栽种各类树木150多
万棵，荒山绿化率超过80%。
  环境改善使得雨季泉水喷涌、旱季
泉水不断的美景再现。看着如今山上郁
郁葱葱、山间波光粼粼的自然风光，当
年极力反对停止采石、放羊的村民都纷
纷感叹：“村里确实是做对了。”芦南
村也先后获得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单位、山东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等称号。
　　绿水青山重现，如何变成金山银
山，成为村民的致富靠山？芦南村选择
了壮大集体经济、实现村民共同富裕的
发展道路。
　　在当地有着数百年种植历史的山
楂，开启了芦南村产业振兴之路。“我

们探索形成了‘党支部＋合作社＋企
业’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完成了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
革。”贾虎平说，依靠山楂种植优势，
村里持续延伸山楂加工链条，同步打造
山楂体验园、芦南村的农场、乡创基地
等农文旅融合项目，并与山东省农科
院、山东农业大学开展育苗、食品深加
工合作，逐步形成了集智慧农业、产品
研发、观光旅游、亲子研学为一体的城
乡融合新业态。2024年累计接待游客10
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22万元，带
动农民增加工资收入550余万元，村民实
现了“离土不离乡”就能增收致富的美
好愿景。
　　“以前我在市里做酒店管理工作，
2023年应聘到民宿，离家近，收入也很
不错。”田洪琴是桃花岭上民宿的工作
人员，在她和很多年轻人眼中，家乡变样
了，环境美、好就业，自然愿意回来。
　　这些年，村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村民住进了精装修带电梯的
现代化楼房，村里每年固定发放土地收

益金、资源收益金等，幼儿教育、老年就餐
和部分大病救助都有保障，真正过上了幼
有所教、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活。
　　让村民安心安居的，还有不断提高的
乡村治理水平。芦南村依托“党建＋网格＋
服务”的治理模式，形成了“干部包楼、党
员联户”的矛盾纠纷处置机制，连续20年
保持“零上访”，“有困难找支部”“有事儿
找党员”已成为全体村民的共识。芦南村
党支部获得“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芦南村获评“全国文明村”。
　　从靠山吃山，到绿水青山，再到金
山银山，芦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
领，带领全村党员群众完成了治山治水
生态之变、旧村搬迁新居之变、改革创
新机制之变、三产融合产业之变、党群
一心风气之变、共同富裕民生之变，实
现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谈及未来，贾虎平踌躇满志地将目
光投向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数智化
手段赋能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乡
村党建等，一定会给我们芦南村发展插
上高效能的腾飞翅膀。”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无忧芦南”

　　新华社北京6月30 日电　中央组织
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 年
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027 . 1 万
名，比上年净增108 . 6 万名。党的基层组
织525 . 0 万个，比上年净增7 . 4 万个。中
国共产党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
党治党，着力建强基层组织、锻造过硬
队伍，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
保证。
　　党员总量平稳增长。党员总量比上
年增加 1 . 1% 。全年发展党员 213 . 1 万
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12 . 0 万名，
占 52 . 6%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5 . 9 万
名，占 54 . 4% ； 35 岁及以下的178 . 4 万

名，占83 . 7%。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4
年底，大专及以上学历党员 5778 . 6 万
名，占 57 . 6% ，比上年提高 1 . 4 个百分
点；女党员3099 . 5 万名，占30 . 9%，比上
年提高0 . 5 个百分点；少数民族党员773 . 4
万名，占7 . 7%，与上年持平；工人和农民
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32 . 7%。
　　党员教育管理进一步加强。各级党
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巩
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扎实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党员教育培
训，全年培训党员数量比上年增长
16 . 5% ，县级以上党委对436 . 6 万名基层

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党的组织生
活严格规范，3200 个地方党委领导班子
召开民主生活会，451 . 8 万个党支部召开
组织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党内
表彰激励关怀有力推进，各级党组织共
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17 . 5 万个，表彰优
秀共产党员72 . 8 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
作者24 . 0 万名。全年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89 . 4 万枚。
　　基层党组织不断夯实巩固。全国共
设立基层党委30 . 6 万个、总支部33 . 0 万
个、支部 461 . 4 万个，分别比上年增加
0 . 9 万个、 0 . 5 万个、 6 . 0 万个，组织设
置更加科学规范。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深
入推进，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不断

加强，48 . 5 万名村党组织书记中，大专
及以上学历的占47 . 6% ，比上年提高3 . 6
个百分点。持续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
记，现任驻村第一书记19 . 2 万名，覆盖
全国39 . 5% 的行政村。党领导基层治理
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为基层减负赋能
深入推进，城乡社区党建工作力量进一
步充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效能持续提
升。各领域党的组织覆盖持续巩固扩
大，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和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取得新成效，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增强，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
理优势，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力量。

党员10027 . 1万名　基层党组织525 . 0万个
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稳步壮大　结构持续优化 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加坚强有力

《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

精神条例》今起施行
采用“小快灵”立法模式，不分章节共22条

标志性红色元素得到法规明确

　　□记者 王思晴 报道
　　本报临沂讯 《山东省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7月1日起施行，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有法规可依。
　　《条例》采用“小快灵”立法模式，突出政治性、实践
性、可操作性和地方特色，不分章节，共 22 条，对完善传承
弘扬工作机制、加大传承弘扬宣传教育、推进沂蒙精神与文旅
产业融合、促进沂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点内容进行了
规定。
　　临沂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沂蒙精神的重要
发源地，《条例》的制定出台，对临沂具有特殊意义。其中，
《条例》第六条规定“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沂蒙精神与其他
伟大精神传承弘扬工作的交流互动，推动沂蒙精神广泛传播和深
入发展”，沂蒙精神“走出去”的底气更足。《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县级以上有关部门以及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
应当依托沂蒙红嫂等红色元素，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
加大对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各类活动、优秀典型和先进事迹的宣
传、宣讲，推动沂蒙精神深入人心”，沂蒙精神标志性红色元素
得到法规明确。《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省人民政府和沂
蒙革命老区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将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与
促进沂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有机融合，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在资金、项目、人才、科技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完善帮扶工作
机制，促进沂蒙革命老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畅通了向上争
取支持的渠道。

王云英

学党史 树信仰
  □通讯员 陈彬 报道
  6 月 30 日，在滨州市博兴县第一小
学“党史人物馆”内，一名老师在向学
生讲解党史人物生平事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4 周年前夕，博
兴县第一小学开展“学党史 树信仰”
教育活动，通过组织小学生在学校“党
史人物馆”里瞻仰党史人物系列塑像、
阅读党史书籍等方式，让他们了解党的
光辉历史，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