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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
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近日由中央编译
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
讲话》，庄严宣告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充
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伟大成绩，深刻总结了
脱贫攻坚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阐述了伟

大脱贫攻坚精神，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篇重要讲
话英文单行本的出版发行，对于国内外读者深入
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为全球减贫
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的中国力量，深刻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
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
命等，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近来，沉寂多年的韶山火车站又热闹了起
来，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的韶山车站经过精心
修复，重新焕发出往日的光彩。

再过不久，火车鸣笛声将再次在这里响起，
这也意味着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游铁路专线将
开通，人们将再次重温“火车向着韶山跑”的激
动与兴奋。

从韶山到井冈山，这条红色专线将湘赣更
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两地丰富的红色文化
旅游资源串联在一起，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抱
团在一起，将乡村振兴的实践融合在一起，红色
湘赣将迎来发展上的又一“黄金”时刻。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欢快地跑起
来，红歌高声地唱起来，湘潭的发展也将更加

“红火”。

“红色列车”再出发

韶山铁路的红色气质与生俱来。
1967年，在万众期盼中，以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为使命的韶山铁路正式通车，韶
山火车站正式运营。

这条长为 20多公里的铁路线，曾经让数千
万的游客圆了到毛主席家乡走一走、看一看的
梦想。据了解，仅 1999年至 2006年，北京、洛
河、信阳、上海、杭州、南昌、成都等地的铁路旅
游部门就组团开行 100余对旅游专列到韶山参
观。

时至今日，从火车站主站房上悬挂的大幅

毛主席油画、候车室内《毛主席去安源》和《开国
大典》的巨幅油画，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人民群
众对韶山的向往，对红色文化的尊重。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韶山铁路的红色
印记依然清晰，红色精神的感召依然强烈。

进入新时代，在答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这一

“必答题”的探索中，韶山铁路的价值得到了
“首肯”。

2021年伊始，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首次调
研深入株洲，提出把建设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
游铁路专线，作为统筹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
旅游产业、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深化湘赣边区域合作工作的重要抓
手来推进。

“红色列车”承载希望再次出发。
根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韶山至井冈山

红色旅游铁路专线将在今年 6月开通。目前韶
山火车站的翻修以及湘潭段的安全环境整治正
在有序推进。预计，所有问题在今年5月底得到
有效解决，达到客运列车运行条件。

“红色故事”广流传

韶山，是毛主席出生、成长、学习和早期从
事革命活动的地方。井冈山，是毛主席拿起枪
杆闹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地方。两地
都是铸魂、赋能、立根的“宝藏”之地。

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游铁路专线经韶山铁

路、沪昆铁路、醴茶铁路、吉衡铁路，跨湘赣界，
全长349公里，是全国首条红色旅游铁路专线。

搭乘这一红色列车，越来越多的人将走进
湘潭，走进红色景点、倾听红色故事、汲取红色
滋养。

“湘中灵秀千秋永，天下英雄一郡多。”这里
诞生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及彭德怀、黄公略、陈
赓、谭政等将帅。一个个英雄故事在这片红色
热土上传诵，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信仰。

这里有丰富的红色文化遗址。韶山景区是
湘潭红色旅游的主体和重心，被列为全国十大
红色旅游基地之首。景区包含毛泽东同志故
居、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泽东诗词碑林、毛泽
东纪念园、毛泽东遗物馆等十多处全国著名景
点。此外，湘潭还有彭德怀故里乌石景区、东山
学校、黄公略故里、陈赓故里、谭政故里、周小舟
故居等一大批革命纪念地。

300多处红色资源遗存，让来潭游客追寻先
烈足迹，铭记初心使命，砥砺奋进新征程。

“红色景点”聚合力

据统计，韶山至井冈山沿线重点红色景点有
35处之多，路过包括炎帝陵在内的 18个古色景
点以及酒埠江国家地质公园等19个绿色景点。

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游铁路专线如同一条
丝带，将散落在各地的景点串联起来，成为一道
靓丽的红色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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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31日中午 12时，全市“三送到企
业（项目）”动员部署会刚刚结束 20分钟，
步步高集团负责人就接到了“三送”小分
队成员的对接电话；3个小时后，“人社政
策宣传册”就到了 200余家企业负责人手
中；40天后，企业提出的 104个难题，已有
78个顺利办结，企业满意率100%。

企业是经济的基本细胞，企业兴则经
济兴、湘潭兴。为助力全市“迈好第一步
项目论英雄”竞赛活动，推动湘潭精品钢
材及新材料产业链快速发展，深化做实做
细“三送三稳”工作经验，市人社局把为民
服务解难题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的“试金石”，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组织了 67支三送小分队，分好

“责任田”，把政策、服务、培训送到全市65
个重点项目、324家重点企业，让千千万万
的“经济细胞”活跃起来。从企业车间到
招聘现场，到处有“三送”小分队的身影；
从仲春到初夏，一场覆盖全市的“三送到
企业（项目）”活动全面展开，受到了企业
的热烈欢迎。

送政策，教“方子”

“政府部门的领导要来搞座谈？还是
能免则免吧！”这是 3年前，步步高集团湘
潭人资共享中心负责人周文武刚被调到
湘潭时的真实想法。

政府部门来一趟，企业要耗费时间和
资源，却无法从中获得实际帮助，这是周
文武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体会，也是他不愿
意接待部门来访的理由。

3年后，接到“三送”小分队的对接电
话，他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欢迎欢迎，
我们今天下午就有空，正好有事情想请
教！”

这是为何？答案“看得见”。
今年，步步高集团计划扩大在外省市

的市场占有率，需要培养一批年轻的管理

人员。“企业成本压力大，有没有什么政策
可以让企业在现有人才培育成本的基础
上有效扩充人才梯队？”没有寒暄，周文武
直接抛出问题和需求。

当即，“三送”小分队带队领导依据见
习基地政策给出了两条渠道。一方面，向
步步高集团提供政策倾斜，特批增加见习
基地岗位名额，让企业能扩大见习人员招
聘覆盖面，同时又可享受补贴，减轻 80%
以上的成本负担。另一方面，见习基地的
见习期为3至12个月，企业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确定合适的见习期时长。“建议你们
将见习期与企业内部竞聘周期绑定统一，
让优秀的见习人员在见习期结束后就可
以参与管理层竞聘，既能提高见习人员的
工作积极性，也能为企业留下有用的青年
人才。”

一语点醒梦中人，根据“三送”小分队
的帮助和建议，步步高集团今年可享受见
习补贴的见习人员数量翻了一番，同时还
顺利培养了3名从见习人员直接提拔的年
轻管理人员。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企业能
了解多少，能享受多少，能用政策解决多
少实际难题，可能都要打个折扣。我们要
用什么方式破解这个问题？”在全市“三送
到企业（项目）”动员部署会上提出的这一
问题，“三送”小分队用 12个字做了解答
——人到、心到、口到、落实、做精、做优。

每到一家企业，“三送”小分队都会翻
开“人社政策宣传册”，通过举实例、作对
比，一股脑地把社保缴费补贴、吸纳高校
毕业生补贴等优惠政策讲个清清楚楚，并
针对企业情况一一对照核实，告诉企业如
何最大程度地把国家的补助资金用足、用
好，更好地帮助其发展。截至目前，“三
送”小分队已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271次，
帮助 123家企业享受到就业、人才等政策
补贴共 646万余元，有效确保了企业政策
享受没有“漏网之鱼”。 下转7版②

湘潭县乌石镇乌石峰村，原是省定贫困村，
近年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摘掉了“穷帽子”。

“摘帽”只是第一步。脱贫后如何有机衔接
乡村振兴，让村民走向富裕？我市积极探索“产
业+旅游+科普”发展模式，在湘潭县乌石镇规划
建设全市首个科普小镇助力乡村振兴。如今，
在市、县两级科协引导下，乌石峰村大胆试水农
旅产业与科普教育融合，辐射带动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发展旅游 村民回流

乌石峰村地处乌石寨西侧，与彭德怀同志故
居一山之隔。全村566户2133人，村民的收入主
要以种田和打工为主。说起过去的日子，今年55
岁的杨秋粮感慨地说：“我家5口人8亩地，就靠
种水稻。辛苦忙活一年，一亩地也就七八百元收
入，加上老公打零工的钱，一家人刚好糊口。”

前些年，村里的青壮年南下或到附近工地
打工，留下的都是杨秋粮这样的农妇或岁数大

的老人。农活快干不动了，出去打工又面临各
种困难，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2018年，“三十六坊”乡村研学旅游基地项
目落户乌石峰村，给留守的村民带来了希望。

项目借助当地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和生态
环境资源，以“公司+基地+农户”形式，把村里53
户农户家作为农耕文化体验接待实践基地，实
行“六统一”运营，即统一接待、统一营销宣传、
统一设施标准、统一培训学习、统一结算、统一
线路。

“三十六坊”乡村研学旅游基地项目开发方
——湖南丰农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吴媚介绍，“三十六坊”注重培育乡村旅游和研
学旅游两大板块，按照不同主题组织了一系列
寓教于乐的科普活动。“大家可以在田里抛秧、
摸鱼，在坊内学习豆腐、扎染、陶瓷、酿酒等传统
工艺和科普知识，玩累了就在农户家吃柴火饭
或住宿。”吴媚说，现在来乌石峰村的游客一拨
接一拨，最高峰时一天接待了1400多人，村民们
在家门口就能轻松就业，收入明显增加。

“三十六坊”乡村研学旅游基地主要依靠乌
石峰村村民承担接待和服务工作，杨秋粮就是
其中之一。去年她将自家房屋简单装修后，做
起了接待农户。

“有客人来，我就在家搞接待。没接待任
务时，我便到对面的面条坊帮忙，工钱一天一
结，每天 100元，一年下来有三四万元。在家门
口打工，能照顾家不说，人也轻松不少。”杨秋
粮笑着说。

口袋里有钱，杨秋粮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孩子买车，我拿了几万元。平时够吃够喝还有
事情做，我知足。”杨秋粮说。

湘潭县乌石镇党委副书记丁铁它告诉我
们，“三十六坊”给乌石峰村注入了强劲的发展
动力，2020年乌石峰村集体收入增加 50多万
元。更可喜的是，村里发展旅游，村民日子越
过越好，吸引了不少劳动力回流。目前，乌石
峰村中青年回流量在乌石镇 13个行政村中排
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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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韶山到井冈山

“红色专线”将让湘潭红色旅游更“红火”
本报记者 杨阳 见习记者 陈颖

本报讯（记者 马贵 通讯员 吴静
远） 5月 15日，湘潭高新区对外发布一
条休闲健身旅游线路。线路以法华山
森林步道为主线，包含了省级美丽示范
村新农村、湘潭城区最高峰法华山、兼
具景观欣赏和休憩功能的湘江风光带
高新段、湘潭高新区特色美食马家河黑
山羊等。

其中，新农村位于板塘街道，大部分
区域属“绿心”规划，依托向阳苗木花卉基
地，打造城市小游园，享有河东城郊“天然
氧吧”的美誉；法华山是湘潭与株洲的分
水岭，与昭山隔空相望，是长株潭城市群
重点规划的绿心保护区，也是千里湘江第
一湾“三山”（昭山、法华山、金霞山）之一，
因山上有法华寺而得名；法华山森林步道

依山就势，突出显“山”露“水”，穿越森林、
竹海等景观，择一观景平台小憩，左右远
眺，可南览湘江水，北瞰山市晴岚，沿步道
而上还可看到“网红”水库——灰坝；五大
桥桥头公园以“五彩森林、生态图章”为主
题，打造了一座景观欣赏和游憩功能兼备
的生态公园；河东湘江风光带高新段，有
长约 2.1公里的健步带，可看烟波浩渺的
江上船来船往，也可寻林下阴处席地而坐
休憩养神。

近年来，湘潭高新区围绕“智在高新，
乐在高新”文旅形象定位，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施“文旅+”
战略，加大乡村文旅资源挖掘与开发力
度，把优质乡村旅游资源串珠成线，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

办实事送服务
让“经济细胞”活跃起来
——我市开展“三送到企业（项目）”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郑镱慧子

我市又增一条休闲健身旅游线路

详见2版

“产业+旅游+科普”激发乡村旅游活力
本报记者 王超

连日来，竹埠港新
区综合开发项目一期
起步区示范景观公园
内施工繁忙，工人们在
进行最后阶段的绿化
施工和面层铺装，预计
本月底可完工。
（本报记者 方阳 摄）

从韶山冲走出来的“红色大管家”
毛泽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