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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视角

□刘江

重庆的脱贫故事里，几乎每个变了模样的
贫困村，都有一两样“宝贝”。在巫山县曲尺乡，
树上的脆李，使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甜蜜；在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田里的辣椒，让贫困户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经过
艰苦奋斗，越来越多的老乡摆脱贫困，走向小
康。

小康，寄托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但几千年来，小康一直是个遥远的梦想。
如今，梦想正在照进现实，照亮你我他的生
活。从这些已经或正在发生的故事里，我们不
仅感悟到收获的喜悦、奋斗的美丽，更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人“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初心和
情怀。

这是激荡人心的脱贫故事，也是真挚感人
的初心故事。忠县金鸡镇傅坝村原第一书记杨
骅，生命定格在脱贫攻坚一线，继任的第一书记
董世军接过接力棒，把杨骅惦记的脱贫工作一
一完成。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老支书周康云工
作中不幸坠崖遇难，新任支书周后清带领“中国
木香第一村”在小康路上继续前行。勇担为人
民利益而奋斗的使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与
人民想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紧紧扭住
小康目标，一颗初心连到底，一棒接着一棒跑，
用“很投入、很给力”的工作，用自己的奋斗与牺
牲，换来了人民群众的好日子。

每一个脱贫故事背后，都能感受到初心凝
聚的人心力量。博士党员李伟，吃住在巫溪县
红池坝镇金家村3年，村民以为他工作期满要
离开，联名写了一封挽留信，信纸上印满近百个
鲜红手印。党员干部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干
实事的真功，感染着群众一起奋斗，激励着群众
努力向前跑，汇聚起搬走贫困这座大山的磅礴
之力。

最让人欣慰的，是这些故事的主角——贫
困群众，他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这是对党员干部苦干实干、倾心付出的褒奖
和回馈。成千上万个贫困村庄、贫困家庭的蝶
变之路，共同成为“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的有
力见证，成为中国共产党言出必行、说到做到的
有力见证。

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任务本来就
很艰巨，再叠加疫情、汛情影响，对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进入冲刺阶段，广大党员干部要
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决心，以火热的激情、饱
满的状态，向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冲锋，在决战
决胜中交出优异答卷。如此，才能让每一个困
难群众都能抵达心中的小康梦想。

脱贫故事背后的
为民初心

□饶思锐

两江新宸云洲小区的业主朱红，在家门口的礼仁
公园里收获了更加融洽的邻里关系和更加丰富多彩的
生活，并认为这就是她心目中的小康生活。在渝北区
古路镇乌牛村，当地通过“合作社+农户+企业”的合股
经营模式，推进“三变”改革，发展仙桃李、蒙娜丽莎李
等多个品种的李子，实现了“四季有李”，且去年销售额
近200万元。曾经仅能维持温饱、日常生活还要靠女
儿接济的果农段成芳，如今到果园务工，月收入能有
2000多元……回望来时路，无论小康故事、小康场景、
小康定义如何变化，鲜活的人们永远是其中的主角。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全面小康一头连着中华民族
的千年梦想，一头连着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人们曾在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中挣扎，也曾在“朱门
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鲜明对比中悲悯感伤，奢望“安得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然而，无论在历
史中的哪一个盛世，都不曾出现这样的小康图景。

千载梦想今朝圆，小康生活变成现实，刻画在人
间。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能安居，人人能上
学……每个人都成为了小康社会的受益者。“全面小康
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的承诺振聋
发聩，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大国气度让人深深明
白：小康属于人民。

全面小康的中心是人民，人民是小康生活的受益
者，也是小康社会的创造者。小康生活属于每一个劳
动者，也属于每一个奋斗的家庭。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越来越多贫困户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从“等靠
要”变成“主动做”，而越来越红火的日子也在证明：小
康依靠人民。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既要坚持人民
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也要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重庆，无论
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还是外地来渝的新重庆人，都在
努力奔跑、拼命奋斗，用汗水浇灌自己定义、追求的幸
福生活，书写着属于每一个家庭自己的奋斗史。他们
无时无刻不在扮演着自己小康故事里的主角。

“要让13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小康
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
区掉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需要得到人民认可，也要经得起历史检验。这需要
让人民群众收获越来越多获得感、幸福感，也需要让人
民能够把幸福的好日子过稳、过实、过长久。

凝聚勤劳、智慧、勇敢的人民共建美好的家园，让
善良、坚韧、奉献的人民共享幸福的生活，就是脱贫致
富路上最生动的实践。从实现温饱，到实现小康，人们
在不断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从田园乡村到智慧城
市，从洋溢幸福的孩童到饱经沧桑的老人，人们无不对
美好的新生活充满期待。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正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和奋斗动力。

人民是小康社会的
受益者创造者

□张燕

认识华溪村村民谭文质的人，无不感叹他这些年的转
变。这一路，他从争当贫困户、安于现状的“刺头”，成长为埋
头苦干的致富带头人，用亲身经历证明“好日子是干出来
的”。问到他转变的原因，他回答得很朴实，“既然党的政策
好，就要努力向前跑”。

你不帮，我不动，躺在政策上不劳而获，是典型的懒汉心
态。就算背靠“大树”解决了温饱问题，终究还是治标不治
本。总书记多次强调“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
种幸福。无论党的政策多么好，落地都要靠个人奋斗。村民
谭文质依靠自己外出打工，摘掉了贫困帽，尝到了奋斗的甜
头。正因如此，当村里提出将220亩黄精返包给村民时，他毫
不犹豫带头响应，成为了勤劳致富的典型。

让勤奋者得“甜头”，让懒惰者有“痛感”，这是一个社会最
基本的价值取向。“等靠要”看似得了便宜，实则滋养畏难情
绪，让人失去面对困难的勇气，创造幸福的信心。如果整个社
会成为偷懒者的天堂、投机者的乐园,势必寒了奋斗者的心。
在全面小康的大潮流中，当实干家输给懒惰汉时，没有人可以

成为真正的赢家。
奋斗是每个人应有的状态。放眼现实，殚精竭虑的扶贫

干部、废寝忘食的科技工作者、夙兴夜寐的快递小哥、努力耕
耘的贫困村民……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追梦人，用实际行动证
明，有梦想、肯努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中国
的发展史，就是无数个体奋斗史的合集。

在筑就小康的路上，无数人呕心沥血、矢志奋斗，凭着爱
拼才会赢的闯劲、冲劲，走向了红火的日子。在重庆巴南天坪
山，特产翠冠梨一度滞销积压，成为老百姓的“心头病”。但村
民余明兰不惧困难，肯下苦功夫，依托翠冠梨办起了独具特色
的“梨家乐”，吃上了“旅游饭”，实现了人生的逆袭。正是这一
个又一个不懈奋斗的身影，汇集成了决胜全面小康的强大正
能量。

更好的日子从来不是等来的，除了奋斗，别无他途。当前，重
庆正处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恢复提振的关键时
期。面对疫情给群众就业、居民收入、民生保障等带来的新挑战，
我们更需要以时不我待的劲头、只争朝夕的精神，勇当攻坚克难
的“干将”和乘风破浪的“闯将”，继续保持“实干兴邦”那么一股狠
劲，再接再厉、奋发作为，在拼搏奋斗中创造美好生活。

向“更好的日子”努力奋斗
□朱光阳

得益于“非遗+文创”的扶贫模式，开州区村民郑代令参
加旗袍传统技艺非遗扶贫培训班后，专门制作旗袍、盘扣、抱
枕、摆件等非遗产品及衍生的文创品，实现了在家门口创

“薪”，生活条件有了显著改善；得益于旅游扶贫，武隆区的一
些农民放下锄头，或是拿起话筒、穿上演出服，成为川江号子
的展演者，或是成为民俗、农家乐的经营者……脱贫攻坚工
作，不仅帮助贫困村民找到了开启小康之路的“金钥匙”，也
点亮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希望。

曾经，人们的生活就如同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颜色单
调、内容单一；如今日子更像彩色的高清数字电视，明艳多
姿、节目丰富。从看电视时调天线、拍电视，到有线、网络
覆盖城乡；从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到城市电梯房成
为常态，移动电话普及率113.9部/百人；从羡慕冰箱、洗衣
机、空调，到智能家居、小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从煤
油灯到电灯再到城市里的霓虹灯，人们的幸福生活不断被
点亮。

小康点亮的幸福生活，既适应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也迎合着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口袋鼓起来了，人们不再满
足于能吃上鸡鸭鱼肉，而是更强调要吃得美味、吃得健康；
精神“富”起来了，人们不再任由鸡鸭牛羊的粪便遍布房前
屋后，而是更注重村容村貌、环境卫生。从盼温饱、求生存，
到重环保、重生态；从躺着安逸，到花钱健身；从住在公园城
市满眼皆绿色，到身处广袤农村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在追求全面小康的路上，人们从调适内心追求安居乐业，
到改变环境追求宜居宜业，逐渐找到了通往美好生活的路
径。

全面小康不仅点亮了人们的幸福生活，也点燃了人们
的奋斗激情。逛公园累了有地方坐、渴了有直饮水；坐在家
里动动手机等“新农具”，就可以进行生产，实现创收；“世界
那么大，可以去看看”……美好的生活激励着更多的人去努
力奋斗，而小康社会的成就，也让人们更有底气和动力，去追
求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多姿多彩的精神生活。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生活得到
极大满足后，人们必将更加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全面
小康点亮了人们美好生活的灿烂图景，也让人们有了更高层
次的追求。

全面小康点亮了幸福生活

好日子就像一篮巫山李
□杨璨灿

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权发村贫困
户李吉琼有三个宝贝：两个儿子，都是
实打实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宝贝”，就
是家里的20多亩脆李树。青绿的李子
给李吉琼带来了“真金白银”，也带来了
甜蜜生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
在“三农”。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在乡村最为突出。小康不小
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强不强、农村美
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全面小康社
会的成色足不足，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质量高不高。

要过上好日子，让小康之路越走越
宽，绝不能只依靠政府唱“独角戏”，农
民要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努力过上好日子。李吉琼一家就是不
等不靠，借助党的惠民政策发展产业，
依靠双手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典型
代表。

感谢精准扶贫的好政策
□余明辉

“如果不是精准扶贫，我至今铁定
还是贫困户一个……感谢党和政府精
准扶贫的好政策。”近日下乡扶贫，见到
昔日贫困户老王，他不停地对我重复这
些话。

老王是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时结
识的贫困户，右腿有严重残疾。2016年
国家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我被派到
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在走访中了解到老
王的情况后，第一时间把其纳入贫困
户，并为其制定科学的脱贫路径。比

如：将其纳入低保，及时办理残疾证，享
受残疾补贴……

事实上，像老王这样享受到多重精
准帮扶政策的，并非一人一户，仅同村
就有近 80 户 230 多人。老王是众多脱
贫对象的一个代表，像他这样脱贫不忘
恩情，念念不忘党和政府精准扶贫政策
好的群众，不计其数。

2019年初，我的驻村扶贫工作结束
了，但结对帮扶仍在继续。每每此时，
我总在想，“感谢党和政府的精准扶贫
好政策”虽然出自老王之口，但未尝不
是所有脱贫人群发自肺腑的心声。有
了这样的肯定，再苦再累的扶贫、帮扶，
也都是值得的。

绿水青山为小康添彩
□孙梦园

曾经，北碚龙滩子水库因城市管网
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截污不彻底等原
因，成为饱受诟病的臭水凼。2013 年
起，北碚区对龙滩子水库进行了综合整
治，实施了水质提升和生态修复工程。
如今的龙滩子水库碧波荡漾、鸟语花
香，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近年来，重庆遵循“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按照“保护自然、保障
民生”方针，对生态环境进行大力保护，
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战。通过开展“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进行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保护等多个专项行动，使生态
环境的质量得到较大提升。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
关键。生态环境与百姓息息相关，满足
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正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重庆
还市民一片碧水蓝天，使市民抬头见
绿、出门即景，极大提升了市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更好奔向全
面小康。把重庆打造成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才能让重庆小康的绿色底色更
加靓丽。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小康承载初心、小康属于人民，小康源自奋斗、小康点亮生活。今天，我们推出“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评论专刊，聚焦百姓和基层一线的变化，

以小切口反映大主题，以小故事反映大时代，全景展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让全面小康的指标和数据画出千万家
庭、亿万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充分展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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