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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2月3日，新華社發表題為《 「老百姓的事
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習近平總書記春節前夕赴天津看望
慰問基層幹部群眾紀實》的文章。文章說，臘月二十二，年
味漸濃。這天一早，習近平總書記乘坐 「復興號」 來到天
津。 「當河海之要衝，為畿輔之門戶。」 這座城，襟河枕
海，歷史的波瀾與時代的脈動交匯於此。人民，是這片土地
生生不息的力量。看望慰問基層幹部群眾，是這次考察分量
最重的主題。

災後恢復生產生活的村子，秩序井然；古色古香的街
區，人流如織；莊嚴肅穆的紀念館，記載的是實現人民解放
進程中重要一役；市委和市政府工作匯報會上，深刻闡述現
代化建設和高質量發展，落腳點也在人民的福祉。習近平
總書記來到人民中間： 「農曆新年是龍年，龍在中華文化中
有着勇敢奮進、活力無窮、吉祥如意等多
重寓意，寄託着美好的願景。大家對新的
一年要充滿信心，把日子過得更好。」

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惦念着災
區的鄉親們能不能過個好年。 「老百姓
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辦
好。」 樸實卻堅定。

：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
春節前夕赴天津考察 惦念着災區鄉親們能不能過個好年

責任編輯：王 旭 美術編輯：邱斌玲

▼

2
月
1
日
至
2
日
，
中
共
中
央
總
書
記
、
國
家
主
席
、
中
央
軍
委
主
席
習
近
平
來
到

天
津
，
看
望
慰
問
基
層
幹
部
群
眾
。
這
是
1
日
上
午
，
習
近
平
在
西
青
區
辛
口
鎮
第
六

埠
村
考
察
時
，
同
村
民
們
親
切
交
流
。

新
華
社

汽車沿着冰封的子牙河，駛入西青區第六埠村。海河平原彷
彿一個西北高、東南低的巨大簸箕。千淀歸墟，百川赴海。而這
裏，又是三川交匯的一個低窪地。去年海河發生流域性特大洪水
時，第六埠村也遭了災。當地幹部告訴習近平總書記，當時水深
2.51米，村裏2000多個蔬菜大棚全淹了。

總書記進村，先看一看這些大棚的修復，了解當地農業恢復
生產情況。郝健和張鳳文老兩口正在新棚裏忙活。採摘、打包，
準備將新鮮的蔬菜配送到市裏的社區。看到總書記，他們又激動
又感動，一畦接一畦地介紹自家的菜地。新的棚，新的日子，新
的希望。 「特別感謝黨和政府，大棚修復、補種搶種，很快就恢
復了生產。」 這裏也是天津的蔬菜基地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握住
老郝的手： 「我們應該感謝你們的辛勤勞動，豐富了春節的 『菜
籃子』 。」 「咱們的菜都好吃，特別甜。」 張鳳文說道。習近平
總書記笑着問： 「菜甜，是什麼原因？」 「水好，土也好，紅沙
土。」

一年年耕耘，腳下這塊土地，村民視若珍寶。習近平總書記
深知鄉親們的愁和盼，一直牽掛着那些遭了災的地方。去年洪災
後，到黑龍江的災區，看補種搶種的進度；北方入冬之際，在北
京、河北的災區，看溫暖過冬的保障有沒有到位；而今，春節前
夕，他惦念着災區的鄉親們能不能過個好年。

村裏，總書記走進四世同堂的杜洪剛家。花糕、年饃，窗
花、燈籠，處處是年的喜慶。滿頭銀髮的老太太迎着總書記。
「您老高壽？」 「84啦！」 「硬朗！硬朗！」 老人醫保、孩子讀
書、年輕人就業，總書記問得細緻。 「還有什麼需要黨和政府關
心幫扶的事？」 「在黨和政府幫助下很快渡過了難關，不覺得日
子難。又添了小孫子，今年是全家倍兒高興的一個年。」 聽了這
番話，習近平總書記很是感慨： 「國泰民安，民安才能國泰，黨
中央和各級黨委、政府時刻記掛着大家的安危冷暖，也希望鄉親
們依靠自己的雙手重建美好家園，創造幸福生活。」 戰洪水、抗
地震，穩經濟、促發展，應變局、開新局……風雨中，黨和人民
想在一起、幹在一起，拚搏在一起、奮鬥在一起。時時放心不下
的，是人民幸福生活這一 「國之大者」 。

村廣場上，鄉親們都來了。白髮老人、垂髫少兒，笑容暖了
心窩。在外打工的鄉親也回來了。他們歡呼着向總書記拜年。
「鄉親們好啊！」 「看到災後能有這樣一個氣氛和景象，我心裏
也特別高興。災後恢復重建，咱們全國，特別是京津冀地區，這
場水災以後，都恢復得很好。黨中央也下了決心，為老百姓的安
居樂業，努力把水利防汛工程建設得更好。」 集中力量辦大事，
越是艱難之時、越是急迫之際，更見萬眾一心、攻堅克難。 「老
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辦好。」 樸實卻堅定。

天津，歷史文化底蘊厚重。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潤
城、以文興業」 ，習近平總書記視紅色資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
平津戰役，解放戰爭 「三大戰役」 的最後一役，中國革命的光輝
一頁。考察的第二天上午，習近平總書記走進平津戰役紀念館。
從哪裏來、到哪裏去，鑒往知來、向史而新。在這裏，探尋事業
興衰成敗的關鍵，重溫紅色江山的來之不易。電文手稿、軍事沙
盤、史料照片……真實而震撼地再現了驚心動魄的歲月。

天津一役僅僅歷經29個小時的激戰。 「東西對進，攔腰斬
斷，先南後北，先分割後圍殲，先吃肉後啃骨頭」 ，當解放軍會
師於金湯橋，敵方原本以為固若金湯的防守，潰敗如山倒。 「軍
隊打的就是士氣！」 總書記讚嘆。

兵戈火力之戰，也是民心向背之爭。1949年毛澤東同志回

答 「用的是什麼妙計」 時說，打仗沒有什麼妙計，人民的支持是
最大的妙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展板前，習近平總書記駐
足良久： 「民心最重要。」 展館內，炕桌、鍋碗、木榔頭、紡
車、米袋子……萬千鄉親 「最後一碗米送去做軍糧，最後一尺布
送去做軍裝，最後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最後一個親骨肉送去
上戰場」 。總書記動情地說： 「戰爭勝利確實靠後勤，靠老百
姓。」

傾聽歷史的回響。 「這次看了平津戰役紀念館，三大戰役紀
念館我都看了。三大戰役在中國革命戰爭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
的，以經典之作載入史冊。」 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 「我們對
這些歷史都很早就了解，但還要學而時習之，反覆琢磨、吸取營
養，從中去提煉、去昇華我們的領悟。」

天津是座老城。元蒙口的運糧船、海河邊的鹽坨地，已漸行漸
遠。這裏曾有一夕潮來集萬船，也有工業文明的璀璨奪目。而現
在，時間的車轍到了新時代新征程，天津的發展之路，怎麼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曾經四次到天津。從時間的維
度看，圍繞天津發展的部署要求思路清晰，一脈相承、一以貫之。
從空間的維度看，天津的發展，是中國大地日新月異的縮影。考察
第二天下午的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工作匯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勉勵
道： 「聚焦經濟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和高質量發展這一首要任務」 、
「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為戰略牽引」 、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大都市」 。
這是天津在全國大局中的戰略定位，是一副沉甸甸的擔子。匯

報會上，總書記圍繞定位，深刻闡述了四個要點，要求天津在發展
新質生產力上、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上、在文化傳承發展上、在城
市治理現代化上善作善成。古詩形容天津： 「津門極望氣濛濛，泛
地浮天海勢東。」 這四個方面的擘畫，如泛地浮天，景象壯闊。

此行前夕，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
總書記再次強調 「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 ，並深刻論述了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着力點」 。
「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的

內涵，正契合今日天津的發展之需。習近平總書記勉勵天津： 「在
發展新質生產力上勇爭先、善作為。」

天津創造了近代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近代第一家公立醫院、
第一輛有軌電車、第一家機器鑄幣廠等 「百個第一」 。習近平總書記
講起飛鴿牌自行車、海鷗牌手錶等，那是一代人的家喻戶曉。熠熠
生輝的傳承，為天津作為全國先進製造研發基地，奠定了根基。而
今的格局，北京孵化、天津落地，京津冀協同創新、產業協作正深
入推進。 「產業轉移、產業互補，你們的發展空間比過去更大
了。」 總書記進一步指明方向： 「要圍繞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走深
走實，深入推進區域一體化和京津同城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唱好
京津 『雙城記』 ，有效貫通區域創新鏈產業鏈供應鏈資金鏈人才
鏈。」 「 『雙城記』 我點的是兩組地方，京津雙城，成渝雙城。京
津城際列車一天有多少班？」 「142對。」

「軌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形成。」 京津冀作為引領全國高質量發
展的三大重要動力源之一，京津冀協同發展作為國家戰略已近十
年。 「在公共服務上要加強共建共享，在社會治理上要強化同城效
應。」 「要加強與北京的科技創新協同和產業體系融合，合力建設
世界級先進製造業集群。」

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即將收
官。天津市主要負責同志匯報了常學常新、常悟常進的收穫。習近平
總書記謀深慮遠： 「學理論是一個不斷積累、不斷深化的過程。要
健全長效機制，鞏固拓展主題教育成果，引導黨員幹部持續深入學
習黨的創新理論。」

大道至簡，實幹為要。這一次，總書記再次強調弘揚求真務實
的工作作風：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是頑瘴痼疾，時有發生、防不
勝防，要持續抓、反覆抓。」 「全力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落
地。」 擘畫發展，字句間飽含着真摯而深沉的人民情懷。 「天津要
踐行人民城市理念，把保障居民安居樂業作為頭等大事」 。從全面
建成小康社會到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一切圍繞老百姓的關切。衣、
食、住、行、教育、醫療、養老……千家萬戶，千頭萬緒，苦幹實
幹就是為了 「讓人民群眾不斷有新的獲得感」 。

龍年將至，滿懷憧憬，礪行致遠。

天津古文化街披上了節日的盛裝。這裏是天津最早的經濟、
文化、商貿聚集地，素有 「津門故里」 之稱。紅燈籠、中國結、
大 「福」 字，鑲嵌在歲月斑駁的磚牆、青石板之間，如一幅傳統
與現代交融的畫。

新冠疫情防控轉段後，大江南北的古街老巷、風景名勝熱鬧
起來了。這條街也是人潮湧動。習近平總書記的到來，讓古街沸
騰了。看到孩子們吃糖人，看到商販賣嘎巴菜，總書記都走上前
聊一聊。 「菜籃子」 、 「米袋子」 、 「果盤子」 ，節日期間民生
商品的產銷保供，關係着老百姓能不能放心消費、快樂過年，是
家事也是國事。

看古街，看的是政通人和，也是文脈傳承。習近平總書記注
意到一個橫幅， 「津味中國年」 。綿長文脈浸潤於這座城市的筋
骨，融會於漫漫征途。總書記對天津寄
予厚望： 「打造具有鮮明特色和深刻內
涵的文化品牌，進一步彰顯天津的現代
化新風貌。」

不少 「老字號」 坐落於此。歷史悠
久的桂發祥十八街麻花、果仁張聞名遐
邇。進了店，問品種、問客流、問價
格，總書記也掏錢買了幾盒麻花和栗子
羹，送了兩盒給身旁的一名小男孩。泥
人張始於清道光年間。總書記走進店
舖，一件件作品神形兼具。一位手藝人
正專注修復 「孔子撫琴」 的泥塑，說起
晾乾、燒製、打磨、上色等工序。習近平

總書記感慨，一代代接續的工匠精神，讓文脈得以綿延不息。街
邊的楊柳青木板年畫店舖，擠滿了遊客。楊柳青木板年畫始於明
代，因運河通航而南北交融，兼收並蓄。總書記端詳 「勾、刻、
印、繪、裱」 道道工藝， 「連年有餘，寄託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

古街流淌的是光陰。這些年，北京前門老胡同、廣州永慶
坊、潮州牌坊街、福州三坊七巷、拉薩八廓街、山西平遙古城、
蘇州平江歷史文化街區……一條條老街，古與今交相輝映，承載
着歷史記憶，也濃縮着時代新貌。徜徉其間，習近平總書記深刻
指出： 「中國式現代化離不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天津
是一座很有特色和韻味的城市，要保護和利用好歷史文化街
區，使其在現代化大都市建設中綻放異彩。」 街道上，鼓樂鏗

鏘，舞龍、舞獅表演喜氣騰騰。四面八
方的人都朝着這邊湧來，擠得水洩不
通。 「總書記，過年好」 ，問候聲、歡
呼聲、掌聲，久久迴盪。

「看到市民和遊客在欣賞傳統民俗
表演時喜氣洋洋，感受到了濃濃的年
味。」 「春節期間，各地可以多舉辦一
些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活動，讓節日更
喜慶、更歡快。」 總書記向大家拜年，
暖意融融： 「祝願海內外中華兒女身體
健康、闔家幸福、萬事如意、龍年大
吉！祝願偉大祖國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繁榮昌盛！」

▲1日下午，習近平在天津古文化街考察時，
同店舖員工和現場群眾互動交流。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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