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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2020 年，政法战线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创造了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各级政法
机关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

国工作会议精神，更加注重系统观念、法治思维、强基
导向，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即将到来，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诚挚的慰问。希望大家以实际行动践行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努力建设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为保障人民幸福、国家安全、社会稳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 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
并讲话，强调政法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为牵引，以维护国家政治
安全、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
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为着力点，
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出席会议。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地球完成
一圈公转，我们迎来崭新一年。脱
贫的乡亲们合计着更红火的日子，
千家万户憧憬着更美好的生活……

今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
年。在这个“十四五”开局之年，我们
要在全面建成惠及14亿人口的更高
水平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无论是在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还是出席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个场合提到“办好自己的事”。诚如斯
言，无论发展环境多么复杂，面临的
难题如何险重，我们都要坚持走好自
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办好自己的事，要统筹好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放眼全球，世纪疫情
和百年变局交织，国际格局深刻演
变，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类衍生风险
不容忽视。尽管世界银行最新一期

《全球经济展望》报告称，基于对新
冠疫苗将广泛推广使用的预估，预
计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4%，但
国际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环顾国内，

中国经济持续复苏、形势向好，但疫
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扎实做
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依然艰巨。面对困难和挑战、阻力
和变数，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
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

办好自己的事，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中国仍是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
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十四
五”这个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我们必
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中长期经济社会发
展重大问题，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这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
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事关发展
全局。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21年经济工作8项重点任务，要求
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
到新气象”。2021年，我们需一鼓作气、
再接再厉，为“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
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办好自己的事，我们有信心、有
底气。2020，极不平凡。一个“极”字，
道出艰难险阻之巨大、非凡成就之不

易。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经验
更是告诉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踏
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仅可以
成功化解危机，还能实现新的战略突
破。我国拥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
体超过4亿，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
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
有变。只要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就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攻克一个又一个的

“娄山关”“腊子口”，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2021年，我们
从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起点出发。
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中国一定能集中力量办好自
己的事，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篇章，在“十四五”开局之
年乘风破浪。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三少民族”幸福多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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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多布库
尔猎民村，几名村民围坐在一起，对着一张照片

“较起劲来”——黑白照片里，白雪还未消融的土
地上，几座毛坯小屋坐落在山脚下。

哪年拍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本就暖融融的
房间愈发热起来。

“这是1957年嘛。”多布库尔猎民村党支部书记
何泽承刚刚进屋，“上世纪50年代，多布库尔河流域
的鄂伦春族走出山林，在朝阳村定居。从尖角‘撮罗
子’搬进土坯房，直接跨越原始生活，这可了不得！”

生活在呼伦贝尔的鄂伦春族与鄂温克族、达斡
尔族一道，被当地称为“三少民族”。历史上，他们曾
居住于兴安岭山林，从事游牧、渔猎生活，具有较为
接近的文化形态。目前，居住在内蒙古的达斡尔族
约8万人、鄂温克族2万余人、鄂伦春族2000多人。

“这张我熟！”村民关丽又拿起一张照片，
“1984 年，朝阳猎民村，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关丽说，虽然住上了砖瓦平房，但村庄位置偏
远、条件不便。1996年，她嫁给了汉族小伙王魏
武，成了村里的团结户。为了谋生，一家人在镇

上做点小买卖。
“旗里 7 个猎民村，咱们朝阳猎民村发展咋

样？”兴安绿康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庆
江问。

“搁以前那是最穷的，但现在是最好的！”有村
民答复，大家连连点头。

“你看，这就是我家。”王魏武指着第三张彩色
照片——一排排齐整的鄂伦春特色民居、被绿树
和草原环抱的村落、一尘不染的街道……

2005 年，朝阳猎民村整体搬迁至大杨树镇，
并更名为多布库尔猎民村。搬到新家后，关丽和
王魏武住上了政府提供的免费住房，还开起了民
宿和超市，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如今，猎民村 69 户居民里已有 42 个团结
户。发展旅游业，让各族村民驶入了团结致富的
快车道。

“孟总，来年春天能去你采摘园干活儿不？”有
村民问道。

“那敢情好！以前得求着请着你们来，现在大
家都有干劲了。”孟庆江笑着说。

“我们依托鄂伦春民俗特色资源建成了农业
生态园、特色养殖区和民俗特色旅游景区。猎民村
成了景区，农民成了旅游从业者，农产品成了旅游
商品，鄂伦春族村民找到了新出路。”何泽承说。

是啊！“三少民族”早已走出深山，放下猎枪。
随着生态移民、产业发展和文化传承，“三少民
族”的幸福感越来越多。

融入现代社会，不忘民族文化。过上好日子的
“三少民族”，也一直在继承和创新着自己的民族
文化。

耕种、打猎、荡秋千、打曲棍球……在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青少年活动中心，达斡尔族哈尼卡
剪纸技艺传承人苏梅和孩子制作出一个个形态各
异的纸偶，塑造出达斡尔族民众的生活场景。

有“东方芭比娃娃”之称的哈尼卡，是达斡尔
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手工艺术。小小的剪纸，蕴藏
着一部生动的达斡尔族生活史。

“达斡尔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很多优秀的
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流失的困境。哈尼卡就是对
孩子进行民族文化教育的载体。”苏梅说，多年来，

她走进偏远村落抢救、收集哈尼卡技法和作品，带
动更多各民族的孩子做起哈尼卡。

同样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毕生事业的还有吴
玲芝。作为鄂伦春族狍角帽和桦树皮制作技艺传
承人，她自掏腰包，花费4万多元建起了工作室，免
费教学。

工作室里，由吴玲芝制作的狍角帽和桦皮桶格
外引人注目。几名年轻人围坐在木桌前，手中针线
翻飞。经过裁剪、缝制、刺绣等步骤，具有北方狩猎
民族特色的皮衣、皮帽等制品跃然于上。

“我从小在猎民村长大，从四五岁开始，就跟
着母亲编线、做手工。”吴玲芝说，这几年，由于原
材料短缺，制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传承技艺的紧
迫感也越来越强。

“现在还有几位80多岁的老艺人健在，他们可
都是‘宝贝’！”让吴玲芝欣慰的是，来工作室学
习的年轻人这几年多了起来。

“年轻人越热情，我们这些老人就越有动
力。”吴玲芝说，“民族传统技艺就是要在一针一
线的耐心中传承下去。”

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向全国人民警察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切实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不一样的脚步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⑥⑥

“你是张院长吗？”眼前，是一位
60多岁的盲人患者。“你怎么知道？”
张定宇有些吃惊，也有些好奇，不觉
停下了脚步。

这一幕，发生在去年除夕夜。当
时，身为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的
张定宇正在重症病区查房。

“我虽然看不见你们，但我听得
见。我听得出哪些是医生的脚步，哪
些是病人的。每当我听到你们的脚
步声来了，就感到很安心。而你的脚
步声，和所有人都不一样。”老人说。

张定宇的脚步声，是从这几年
开始变得不一样的。

2018 年，他确诊了肌萎缩侧索
硬化，也就是常说的“渐冻症”。他的
脚步越来越跛、越来越慢，妻子程琳
曾亲见，这位曾经一口气能环武汉
骑行一圈的汉子，有次一段200米的
路跛行了15分钟。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后，张定

宇却成了一个不停歇的
奔跑者。医院楼道里、病
房里，经常回荡着他的大
嗓门：“搞快点！搞快点！”

张定宇把这次疫情视作一生中
遇到的最大挑战。

金银潭医院最早集中收治不明
原因肺炎患者，是这场全民抗疫阻
击战最早打响的地方。他眼见，病人
越来越多，填满了所有病房。很快，
保洁员、安保人员、医护人员、防护
用品全部告急。整整一个月，他都要
凌晨 1点入睡，6点就起床。有时候，
甚至一天只能睡两个小时。

就在战斗最紧张之际，张定宇
的妻子确诊了新冠肺炎。

两人感情很好，1997 年张定宇
随中国医疗队远赴非洲北部的阿尔
及利亚援助，两年时间就给妻子写
了 120 多封越洋情书。多年来，二人
相濡以沫。但这种时候，他偏偏不能
陪在她身边。

妻子确诊后的一个晚上，张定
宇一个人开车回家。路上，眼泪忽然
夺眶而出。那是疫情初期，还不太清

楚怎么治，他见过太多病人转化成
重症、危重症，最后拉都拉不回来。

即便如此，妻子住院后，他也只
在第三天晚上 11 点多去看过一次。
在床边聊了半小时天。后来，妻子痊
愈后出院，他没能去接。

张定宇的大嗓门，继续出现在医
院角角落落。他说自己有三个身份，
共产党员、院长、医生，“无论哪个身
份，在这非常时期、危急时刻，都没理
由退半步，必须坚决顶上去！”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说：“我国广大医务人员是有高度责
任感的人，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同
志说：‘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
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那一天，张定宇在全场注目下，
用力走过红毯，接受习近平总书记
颁授的“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人们发现，那天，他的脚步分
外稳健。不过，遗憾的是，医学对
渐冻症还没有太好的办法……他
说：“能用我的时间，换回别人更
多的时间，没有遗憾了。”

“ 办 好 自 己 的 事 ”
■ 石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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