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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

CHUANCHENGZHONGHUAWENHUA HONGYANGZHONGHUAWENMING

他带领村民，历时 30 余年，在悬

崖绝壁上开凿出一条主渠长 7200

米、支渠长 2200 米的“生命渠”；他

用实干兑现誓言，为改善山区群

众用水条件、实现脱贫致富作出突

出贡献；他一心为民、埋头苦干、百折

不挠……

他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大发，

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

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被誉为“当

代愚公”。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党员，我

什么困难都不怕，带领村民们开渠取

水。水过不去，拿命来铺！”“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现场，86 岁的黄大发心

情格外激动，“新时代，共产党员更要

知重负重，越是艰险越向前。”

一心为民：报答父老乡亲

【从孤儿到村支书】

黄大发出生在旧社会，小小年纪

就成了孤儿。他滚草窝、睡牛棚，靠给

地主放牛过活，靠远亲近邻的救济长

大。

“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长大的。党来了，分给我土地，让我不

再受饿挨冻。”黄大发说。党的关怀和

远亲近邻的帮助，让黄大发感受到温

暖。他发誓，今后一定要为草王坝做

点事情，报答父老乡亲。

黄大发性格朴实刚毅、大公无

私、敢想敢干，23岁就当上了草王坝

大队大队长。1959 年，黄大发光荣入

党。此后几十年里，他先后担任村主

任、村支书，直到 2004 年退休。

【立志为缺水村通水】

草王坝村山高岩陡，是典型的喀

斯特地貌，雨水落地，顺着空洞和石

头缝流走，根本留不下来。村民去最

近的水源地挑水，来回需走两个小

时。

村民用水，第一遍淘米洗菜，第

二遍洗脸洗脚，第三遍喂猪喂牛。县

里的干部到草王坝考察，村民递过来

的水杯里，满是浑黄。

地里也打不出多少粮食。因为缺

水，当地只能种一些耐旱的苞谷。苞

谷粒炒熟去皮再磨成粉，蒸熟后就成

了当地人餐桌上的主食，这种“苞沙

饭”难以下咽，在喉咙上直打转转。村

民一年四季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距离草王坝几公里外，就

有充沛水源。但是，高山成了险阻。

村子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黄

大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上村干

部后，他撂下“狠话”，要为村民干三

件事：引水、修路、通电。村里人都觉

得他“疯了”。

“穷就穷在缺水上，一定要想法

通上水，让大家吃上大米饭。”黄大发

下定了决心。

埋头苦干：30 多年只为这条渠

【为修水渠百折不挠】

20 世纪 60 年代，草王坝人在政

府的支持和黄大发带领下，第一次大

规模修渠，却因技术等原因，耗时 10

多年也没修成。

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但黄大发

不肯服输。1989 年，年过半百的他到

附近的水利站，一边帮工一边学习。3

年多时间里，只有小学文化的他从基

础学起，下苦功夫，硬是掌握了许多

水利知识。

1990 年腊月，天寒地冻。为了修

渠资金，黄大发赶了两天山路。等找

到原遵义县水利局领导时，已满身是

泥，一双旧解放鞋磨破了，露出冻得

发紫的脚趾。“草王坝大旱，地里颗粒

无收，我要带领群众修渠引水。”黄大

发从破烂不堪的挎包中掏出立项申

请报告。

当时，遵义县一年的水利资金不

过 20万元。据初步测算，从水源地取

水到草王坝要经过大小 9处悬崖、10

多处峻岭，水渠需要从离地几百米高

的大土湾岩、擦耳岩和灰洞岩的悬崖

峭壁上，打出半幅隧道，需要五六万

个工时。草王坝才一两百个劳力，怎

么完成这么大的工程量？

黄大发撂下一句话：“一年修不

成，修两年；两年修不成，修三年。哪

怕我用命去换，也要干成！”

【“大发渠”全线贯通】

1992 年春，引水工程终于开工，

57 岁的黄大发带领 200 多名乡亲，

浩浩荡荡奔赴工地。有次炸山出现哑

炮，黄大发准备前去查看，有人突然

大喊“要炸了”。情急之下，他用随身

的背篼罩住自己，碎石块刹时满天

飞。万幸的是，碎石只击破了背篼，擦

破了他的手臂。

1993 年，工程进行到异常险峻的

擦耳岩，垂直 300 多米高，放炮非常

危险。黄大发第一个站出来，带几名

党员上到山顶，把绳子拴在大树上，

再系到腰上，顺着石壁慢慢往下探，

寻找放炸药的合适位置。

“共产党员怕牺牲能行吗？先烈

们拿身体去堵枪眼，我们做事就要有

这种精神。”黄大发说。

1994年，水渠的主渠贯通。清澈

的渠水第一次流进草王坝，村里的孩

子跟着水流跑，村民们捧着渠水大口

地喝：“真甜啊，真甜……”从没见过

黄大发流泪的村民发现，老支书躲在

一个角落里，哭了。

1995 年，一条跨三重大山、10 余

个村民组，总长 9400 米的水渠全线

贯通，草王坝彻底告别了“滴水贵如

油”的历史。村民以黄大发的名字命

名这条渠，叫它“大发渠”。

凝心聚力：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实现“三件事”诺言】

“大发渠”通水后，黄大发马不停

蹄地带领村民“坡改梯”。村民徐国树

记得，自家“坡改梯”后有了 4 亩梯

田，全部种上了水稻。1996 年，亩产达

到 1000多斤。和徐国树一样，草王坝

的村民从此吃饭不愁。

接下来，是修路、通电。黄大发每

天带领 100 多名村民上工，大家齐心

协力，4 公里的通村公路很快铺通。

1996 年，村里通电工程启动。黄大发

带头拿出 100元，村民凑钱 1 万元。

一圈上百斤重的电线，村民挽在肩头

往前拉……草王坝村，终于亮起了电

灯。

黄大发又商量着修学校。没有老

师怎么办？黄大发要求村里几个上过

中学的年轻人回来当代课老师，其中

就包括他在外打工的小儿子黄彬权。

拗不过父亲的黄彬权回村里教书，一

干就是十几年。迄今，草王坝走出 30

多个大学生。

昔日的草王坝，如今已更名为团

结村。近年来，在黄大发的精神感召

下，团结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发展起

中药材、有机稻米、有机高粱、精品水

果，养起了肉牛、生态猪和蜜蜂，解决

就业 1100 多人，人均年收入突破万

元大关。2019 年底，团结村顺利脱贫

出列，全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清零。

在团结村，民宿、露营、农旅基地

等旅游项目陆续入驻。预计 2022 年 7

月通车的仁遵高速在团结村设了下

道口。届时，从遵义城区到团结村只

需半小时车程，团结村的致富路将越

走越宽。

【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

1959 年初冬，黄大发在入党志愿

书上郑重写道：我要求入党是为人

民全心全意服务到底，帮群众当好

勤务员，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流

血……

“共产党员就是要干一辈子，不

干半辈子。”有着 62年党龄，当了 46

年村干部、38年村支书的黄大发说。

如今，早已退休的他每天佩戴着

闪亮的党徽，仍在为村里的事忙前忙

后。“思想齐不齐，想想大发渠”，已成

为团结村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

动力。

2018 年，团结村建成“大发渠党

性教育陈列馆”，黄大发的老屋成为

党员政治生活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党

员干部到这里聆听黄大发讲党课。同

时，他也被邀请为各地领导干部讲党

课。

“愚公移山就是为人民服务，让

我再活一次，我还做‘愚公’。”黄大发

说。 据新华社

巍巍大别山，绵延于鄂豫皖三

省交界地区，横亘于神州大地腹

地。

英雄大别山，28 年红旗不倒，

孕育了著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两支参加长征的部队源于此。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

抔魂。大别山于中国，是地理坐标，

更是精神力量，鼓舞着一代代后来

人接续奋进，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民族复兴

的不竭动力。

坚守信念，28 年红旗不倒

“只要我不死，就要闹革命！”

黄麻起义时担任赤卫队队长的程

儒香牺牲前口含鲜血大声疾呼。

1927 年 11 月 13 日，黄麻起

义爆发，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

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逐步形成。

1928 年初，程儒香被捕。在滴

水成冰的雪天里，敌人将他裸身露

体钉在树上，逼其交出共产党员和

赤卫队员名单。程儒香非但没有屈

服，还厉声痛斥敌人，最终在受尽

酷刑后壮烈牺牲。

“砍头只当风吹帽，甘洒热血

绘锦绣”“共产党为穷人翻身，是

劳苦大众的”“共产党好，为革

命流血值得”……先烈们牺牲

前写就的壮烈诗文、发出的声声呐

喊道破答案，在大别山上空久久回

荡。

坚韧不拔的精神、矢志不渝的

信仰，激励着大别山区共产党人奋

勇向前，成为他们进行艰苦卓绝斗

争的最强大武器和力量。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永不

熄灭。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1927 年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到 1949 年解放战争胜利，

大别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创造

了 28 年红旗不倒和 22 年革命武

装斗争不间断的传奇，近百万人为

此献出宝贵生命。

“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

持到底，决不让大别山革命的红旗

在我们手中倒下！”自 1928 年开

始长期坚持在大别山地区开展革

命斗争的“大别山的儿子”刘名榜，

曾这样鼓励战友。

勇当先锋，胸怀全局肯担当

在参加长征的四支红军部队

中，有一支虽不是最早出发却最早

到达，并实现了长征途中人数不减

反增、成功创建革命根据地壮举的

队伍。这就是重建于大别山地区的

“北上先锋”红二十五军。

“共产党员跟我来！”红二十五

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带领着这支队

伍冲锋在前，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

追堵截，在战略上牵制敌军力量，

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北上

行动。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为

中国革命立下了大功”。

吴焕先这一声呐喊至今听起

来仍振聋发聩。红二十五军勇当先

锋、胸怀全局的奉献精神和伟大品

格，深植于大别山区共产党员和人

民群众的血脉之中。

1947 年 8 月，刘伯承、邓小平

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12 万

人，千里跃进大别山。面对国民党

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敌军增至

约 20 万人的极端艰苦斗争形势，

刘邓大军毫不退缩。

邓小平这样激励部队：我们在

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

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

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

吃苦也要坚持住。

鲜血染红了大别山的沟沟岭

岭，染红了中原大地！刘邓大军在

大别山的战略展开如同一枚钉子

楔入国民党的战略纵深，实现了解

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的伟大历史转折。

团结一心，朴诚为民守本色

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

馆，有一面青砖墙。墙上誊抄着《中

国（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土地法令（草案）》。

1931 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土

地法。1932年初，土地法传到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当地苏维埃主席请

秘书将全文誊抄在墙上，进行广泛

宣传。

这面墙，承载着无数农民成为

土地主人的期盼，见证了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的不变初心。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

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

从红军公田碑到《粮草通知》，

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损坏东

西要赔”“不打人骂人”……党和军

队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结成鱼

水一般的情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

衷心拥护。

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鄂豫皖苏区能够 28 年红

旗不倒，新四军能够在江淮大地同

敌人奋战到底，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大别山能够站住脚、扎下根，淮海

战役能够势如破竹，百万雄师过大

江能够气吞万里如虎，根本原因是

我们党同人民一条心、军民团结如

一人。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

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

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

界……”

90 多年前，红色歌谣《八月桂

花遍地开》描绘了乡亲们庆祝苏维

埃政权诞生的热闹场景，表达了他

们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之情，也昭示

了大别山的未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

下，在大别山精神的指引和鼓舞

下，一代代大别山人艰苦奋斗、团

结一心，为了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不

懈努力。

2018年 8月，鄂豫皖苏区首

府所在地河南省新县、黄麻起义策

源地之一湖北省红安县退出贫困

县序列；2020 年 4 月，地处大别山

腹地的安徽省金寨县正式甩掉“穷

帽”。

如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新征程上，大别山精神正迸发

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

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

去。”

红旗不倒，火种绵延。大别山

精神将继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

把革命先烈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伟大事业奋力推向前进。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

节气，“立”是“开始”的意思。今年立

春恰逢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后，人

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喜欢外出游

春，俗称出城探春、踏春，这也是春游

的主要形式。天气虽寒，山野已有绿

意，霁青色的天空含情脉脉起来……

苦寒太久，一 丝一缕的春意都让人欣

喜。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的拓跋珪公

园内，雪虽未完全消融，但向阳处的

石上苔藓却已开始泛青了。

立春时人们都爱吃春饼，吃春饼

在许多地方有“咬春”“啃春”的说法。

据汉代崔寔《四民月令》一书记

载，我国很早就有“立春日食生菜……

取迎新之意”的饮食习俗。

而到了明清以后，所谓的“咬春”

主要是指在立春日吃萝卜，如明代刘

若愚《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载：“至

次日立春之时，无贵贱皆嚼萝卜，名

曰‘咬春’。”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

记》亦载：“打春即立春，是日富家多

食春饼，妇女等多买萝卜而食之，曰

‘咬春’，谓可以却春困也。”

最初的春饼是用面粉烙制或蒸

制而成的一种薄饼，食用时，常常和

用豆芽、菠菜、韭黄、粉线等炒成的合

菜一起吃，或以春饼包菜食用。清代

诗人袁枚的《随园食单》中也有春饼

的记述：“薄若蝉翼，大若茶盘，柔腻

绝伦。”传说吃了春饼和其中所包的

各种蔬菜，将使农苗兴旺、六畜茁壮。

有的地区认为吃了包卷芹菜、韭菜的

春饼，会使人们更加勤(芹)劳，生命更

加长久(韭)。

现在，我们经常在饭店里吃到的

葱花饼就是延续了古代春饼的做法。

古代的春饼是怎么出炉的呢？

清《调鼎集》一书中曾记载了春

饼的制法：“擀面皮加包火腿肉、鸡肉

等物，或四季应时菜心，油炸供客。又

咸肉腰、蒜花、黑枣、胡桃仁、洋糖、白

糖共碾碎，卷春饼切段。”这是清朝的

吃法。现在的葱花饼在制作方法上仍

沿用了古代的烙制或蒸制，大小可视

个人的喜好而定，在食用时，有些人

喜欢抹甜面酱、卷羊角葱食用，有的

地方还讲究用酱肚丝鸡丝等熟肉夹

在春饼里吃。

其实，现代意义上的葱花饼也有

一道繁杂的工序，先从和面、揉面开

始，揉面需要一下一下，面揉得软硬

适中。揪下一块擀开，然后抹上油，撒

上葱花、五香粉和盐，卷成饼细细地

揉，再擀成圆形。圆形的饼子皮要擀

得很薄，这样卷起来的饼子层次多，

吃起来才酥香。然后饼子入油锅，等

饼子在油锅里冒热气，过一会儿变成

了金黄色后，翻过背面继续烙，烙好

后，香喷喷的葱花饼就出锅了。

现在商品丰富了，各种吃食应有

尽有，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味，葱花

饼被忽略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无论何

时，葱花饼在中国的面食文化里依旧

光彩夺目，那一个黄灿焦香的葱花饼

时常充溢脑海，时不时的就会打开你

的味蕾。

走进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胜

利派出所便民服务大厅，整洁明亮的

室内环境、装订规范的户籍档案、完

善齐全的服务设施，让人耳目一新。

户籍民警热情周到、细致入微的服

务，更是让人如沐春风。

为了更好地服务辖区居民，乌兰

浩特市公安局结合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积极谋划、扎实推进，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立足

岗位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去年，乌

兰浩特市公安局以胜利派出所为试

点创建了“一站式”政务服务派出所，

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改革措施走深走实，打造群众家门口

的公安政务服务“便利店”，架起服务

群众的“连心桥”。

记者了解到，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将治安、交管、出入境等 3 个警种涉

及的“开锁业登记备案”“废旧金属回

收经营者备案”“旅馆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核发”“机动车登记证、行驶证、

号牌补领、换领”“机动车驾驶证补

领、换领”“机动车、驾驶证违法信息

查询”“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签发”

等 36项高频、简单的政务服务事项

延伸至派出所，在派出所原有 66 项

行政审批服务业务的基础上，实现了

102项政务服务事项在派出所“一站

式”就近办理。

据统计，乌兰浩特市公安局“一

站式”政务服务派出所自 2021 年 9

月 26 日成立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

共办理户籍业务 1632 件、交管业务

187 件、治安业务 30 余件、接待群众

3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辖区居民因

办理不同公安业务来回奔波的难题，

为群众办理公安业务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便捷的服务。

“我们将按照‘只进一扇门、延伸

在基层’的工作思路，将‘最多跑一

次’和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

分融合，规范窗口职能、受理流转、文

明服务、安全管理等一系列内容，进

一步提升基层派出所窗口的形象和

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公安‘放管服’改

革。”乌兰浩特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将着

力围绕全面提升优化营商环境和“放

管服”改革工作水平，及时回应群众

办事新期盼、新需求，继续推进服务

事项标准化、简政放权最大化、服务

距离最小化、便民服务智慧化，让更

多的群众享受“放管服”改革和优化

营商环境的“红利”。 于天宇

红旗不倒 火种绵延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当代愚公”黄大发：绝壁天渠映初心

立春时节不忘那张黄灿焦香的葱花饼

乌兰浩特市公安局：

家门口的公安政务服务“便利店”
架起服务群众的“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