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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0日给“国际
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
解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习近平在信中说，你们都在中国学
习、工作、生活，这次有机会到各地深入
走访，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我

感到很高兴。
习近平指出，正如你们在来信中谈

到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在中华大地上建设富饶美丽的家
园，创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实现了梦寐
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奋斗。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要想发展振
兴，最重要的就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
路。实践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越

走越宽广，将更好发展自身、造福世界。
习近平表示，青春总是同梦想相

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百年奋斗历程，
但我们的初心和梦想历久弥坚。百年
恰是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继
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奋斗，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而不
懈奋斗。我们欢迎更多国际青年来华
交流，希望中外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增进

了解、收获友谊、共同成长，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是由中
方智库机构发起的中外青年交流机
制。近日，来自 28 个国家的 36 位项目
外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写信，祝贺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各
地走访的体会感悟，表示希望发挥桥梁
作用，更好促进中外交流对话。

习近平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

希望中外青年互学互鉴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
阗。”71年前，毛泽东写下诗句，对喜获和
平解放、重焕生机的新疆大地激情展望。

1954年10月，党中央决定中国人
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大部就地集体转
业，组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是党
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国
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开启新中国
屯垦戍边新篇章。

此后，来自祖国各地的人们，与当
地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源源不断汇入
兵团事业发展洪流。在60多年的奋斗
征程中，兵团儿女赓续红色血脉，始终
继承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逐渐形
成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
开拓进取”为内核的兵团精神，在边疆
创造了沙漠变绿洲、荒原变家园的人
间奇迹，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
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
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
部在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屯垦天山再造江南
——艰苦奋斗创伟业

“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
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
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
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
国。”新疆军垦博物馆里，醒目展示着
毛泽东当年对新疆 10 多万官兵发布
的就地转业命令。

彼时的新疆百废待兴，生产力水
平低下，生产方式落后，人民生活贫苦
不堪。发展生产，改变当地一穷二白
落后面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之初面临的一场“硬仗”。

“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
数万里，屯垦在天山。”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奠基人王震将军带领官兵们继承
发扬南泥湾精神，本着“不与民争利”
原则，进驻戈壁沙漠，在风头水尾的不
毛之地，在亘古荒原上开展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硬是从无到有建起一
个个农牧团场。

喝苦咸水，住地窝子，人拉肩扛，
挖渠引水，开荒造田，节衣缩食，白手
起家……首批兵团军垦战士纺出了新
疆第一缕纱，织出了第一匹布，榨出了
第一块方糖。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八师所在的石河
子市，起初是一片戈壁荒滩，只有几家车
马店和卖馕人家，很快崛起为兵团人自
己选址、规划、建造的第一座城市。

“林带千百里，万古荒原变良田；渠
水滚滚流，红旗飘处绿浪翻；机车飞奔烟
尘卷，棉似海来粮如山……”20世纪60
年代，一首《边疆处处赛江南》的歌曲，让
新疆兵团人的壮举传遍大江南北。

在美丽的塔里木河畔，至今仍传
颂着“塔河五姑娘”的英雄事迹；王震
大道、三五九大道、南泥湾大道、军垦
大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所在
的阿拉尔市街头，一条条以时代记忆、
创业精神命名的道路，述说着难忘的
奋斗岁月，感动并激励后人。

扎根大漠奉献进取
——“胡杨精神”代代传

天山南北，凡有兵团人的地方，就
有绿洲。兵团人就像大漠胡杨一样，
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都能顽强地扎下
根来，荫蔽一方。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47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一
份份历史资料、一件件文物，讲述着一
代老兵感人肺腑的事迹。

1949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
野一兵团二军第五师15团1803名官兵，
从新疆阿克苏出发解放和田，在天寒地冻
中徒步穿越“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
创下18天沙漠行军1580里的奇迹。

此后，这群老兵一辈子扎根在沙
漠边缘，投身生产建设，献了终身献子
孙，“胡杨精神”“沙海老兵精神”感动、
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兵团人坚定理想信念，传承优良
传统，一代代接续奋斗。

20世纪60年代，上海知青李梦桃
从黄浦江畔来到兵团六师，在位于中
蒙边界的北塔山牧场当了一名“赤脚
医生”，长年骑马行走在艰苦荒凉的牧
区，为当地牧民送医送药，把一生奉献
给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是土生土
长的“兵团二代”，为了让兵团人告别
用坎土曼辛苦耕作的生产方式，他几
十年如一日，刻苦钻研农业机械技术，
带领团队研究出两代铺膜播种机，实
现两次技术革命，助力新疆兵团棉花
生产实现质的飞跃。

……
就这样，兵团人从榜样身上汲取

前进动力，在艰辛付出、开拓进取中收
获丰硕成果。经过几代人奋斗，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综合实力不断壮大，不
仅成为新疆工业的重要奠基者，更成
为新疆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天山南北、亘古荒原上，兵团人创造出
人类发展奇迹。

热爱祖国甘当卫士
——家国情怀筑“长城”

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家
国情怀，深植于一代代兵团人心中。

从默默守护国土安宁，到闻令即
动、与武警部队和各族群众携手打击

暴恐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坚持亦兵亦民、劳武结合、兵民
合一，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新疆社会稳定
中发挥了特殊作用，涌现了一批批先进
人物。

“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是兵团
九师161团职工，从1964年开始，50多
年来，在萨尔布拉克草原深处，在荒无
人烟的边境线上义务戍边 20 多万公
里，被誉为西北边境线上的“活界碑”。

兵团十师185团职工马军武和妻
子在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以哨所
为家，20多年来坚持在中哈边境护边、
护水、护林。他自豪地说：“一生只做
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刘前东是兵团三师叶城二牧场三
连党支部书记，他追随父亲足迹，在兵
团海拔最高的边境连队抓民兵队伍建
设，常年组织民兵骑牦牛巡逻护边，并
想方设法带领职工群众过上幸福生活。

他们是广大兵团职工群众履行维
稳戍边职责使命的缩影，是兵团精神
的生动体现。

201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
疆考察时说，兵团成立 60 年来，广大
干部职工扎根新疆沙漠周边和边境沿
线，发挥了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
铁壁的战略作用。

一大批产业在兵团聚集、一项项
制度不断革新……近年来，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大力推进深化改革，不断释
放体制特殊优势和发展活力；从机关
到基层团场、连队，从全国各地引进的
干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源源不断投
身新时期兵团事业，汇聚成维稳戍边
钢铁长城的新生力量。

新时代的兵团人正传承前辈铸造
的宝贵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1日电）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筑牢新时代维稳戍边的钢铁长城
——兵团精神述评

华西都市报讯（邹峰 记者 罗田怡
见习记者 杨芮雯）“我们攀成钢的退休
党员，党员信息该如何移交？”“我想反映
一下我们小区物业和业主纠纷的事
情”……在成都市锦江区人大常委会组
织的“阳光坝坝会”活动现场，通过现场
居民的提问，相关负责人解答，会后问题
收集整理建立问题台账清单等方式，进
一步推动群众身边问题有效解决。

“通过坝坝会上面对面的交流，让
群众敞开心扉，切实收集和研究解决群

众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和热点难点
问题。”锦江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

8月11日，记者从锦江区人大常委
会了解到，当前，锦江区人大一直致力
于发挥人大监督作用，将廉政监督延伸
至最基层。其中，锦江区人大和纪检组

组织人大代表参加“阳光坝坝会”，引导
人大代表参与行风政风测评、党风廉政
考核等活动，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在党风
廉政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同时，锦江区
人大以“代表之家”和“社区代表联络
站”建设为载体，为代表搭建履职活动
的“前沿阵地”，在这里接待选民、联系

群众、收集意见和建议，并转化为建议
提交有关部门解决。

除了将党风廉政监督工作延伸至
最基层，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廉政责任
落实也丝毫不能放松。锦江区人大将进
一步完善腐败预防机制，加强日常监管，
完善制度机制建设，强化“三重一大”事
项报告制度。同时依托和运用“学习强
国”“党员e先锋”等学习平台，推动全体
党员干部全面学、系统学、深入学，加强人
大干部党性教育，筑牢廉政思想防线。

与人大代表坐在坝坝里“扯闲龙门阵”
成都市锦江区人大将廉政监督延伸至最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