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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
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脱贫攻坚伟大斗争，锻造形
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
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
’的脱贫攻坚精神。”在全国脱贫攻
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总结脱贫攻坚光辉历程，深情
回顾脱贫攻坚英模感人事迹，强调
全党全国全社会都要大力弘扬脱
贫攻坚精神，团结一心，英勇奋斗，
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
和风险，不断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的胜利！

同 困 难 作 斗 争 ，是 物 质 的 角
力，也是精神的对垒。面对贫困这
个人类社会的顽疾，党和人民披荆
斩棘、栉风沐雨，不仅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
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而且锻造

形成了脱贫攻坚精神。在这场声
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中，数
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献、苦干实
干，同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
起、干在一起；广大脱贫群众激发
了奋发向上的精气神，努力用自己
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社会各界关
爱贫困群众、关心减贫事业、投身
脱贫行动，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
助美德，生动彰显了脱贫攻坚精
神。35 年坚守太行山的“新愚公”
李保国，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
女孩希望的张桂梅，用实干兑现

“水过不去、拿命来铺”誓言的黄大
发，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
歌的黄文秀，扎根脱贫一线、鞠躬
尽瘁的黄诗燕……在脱贫攻坚这
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无数人把心
血和汗水洒遍千山万水、千家万
户，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脱贫攻坚精

神。1800 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
了脱贫攻坚征程上，他们的付出和
贡献彪炳史册，党和人民不会忘
记！共和国不会忘记！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全
国上下以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完
成了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
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极大增强
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
自豪感、凝聚力和向心力。“上下同
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
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习近平
总书记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精辟概
括，深刻阐明了我们党团结带领全
国各族人民进行脱贫攻坚伟大斗
争的精神实质，深刻揭示了脱贫攻
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力量源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

“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性

质宗旨、中国人民意志品质、中华
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集
中体现，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
国力量的充分彰显，赓续传承了伟
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脱贫攻坚
精神筑起一座新的精神丰碑，必
将 成 为 推 动 新 时 代 中 国 发 展 进
步、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重要精
神动力。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
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
继往开来中推进。脱贫摘帽不是
终 点 ，而 是 新 生 活 、新 奋 斗 的 起
点。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
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必须深刻
认识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

攻 坚 ，乡 村 振 兴 等 不 来 、也 送 不
来 ，需 要 我 们 坚 定 信 心 、咬 定 目
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以“上
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
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
脱贫攻坚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事情接着
一件事情办，我们才能绘就乡村
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
的目标稳步前行，书写中国发展
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展望未来，我们正在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
愿而奋斗。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
神，锐意进取、奋发有为，再接再
厉、接续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办
成更多像脱贫攻坚这样的大事难
事，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
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其实，我们和
传统文化的距离并不
远”

这个春节，“00 后”郑州
女孩史怡菲特地再次参观了
河南博物院，“试图寻找《唐
宫夜宴》背后的‘秘密’。”

史怡菲是重庆大学的一
名大一学生。春节放假，在
家刷抖音的她一刷到《唐宫
夜宴》便被“圈粉”。这支 5
分钟的舞蹈，将大唐风华融
于少女的嬉笑怒骂，背景配
以“妇好鸮尊”“莲鹤方壶”

“贾湖骨笛”等诸多“宝物”，
让史怡菲立刻想到小时候曾
去过的河南博物院。

来“探秘”的不只有史怡
菲。20 岁的朱家鑫看到舞
蹈中的人物形象取自藏于河
南博物院的乐舞俑造型，也
来一睹为快，“预约了几次
才得以成行”。河南博物院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6
成以上到访游客为 35 岁以
下人群。

随“博物馆热”一同兴起
的 ，还 有“ 文 创 热 ”“ 汉 服
热”。2 月 19 日以来，“唐宫
夜宴手绘大赛”互动话题在
微博上引发近 6000 万阅读
量、1.5 万余条讨论，古风碰
撞二次元多了份俏皮可爱。
在郑州、洛阳、开封等地，一
些市民穿起汉服，打卡城市
地标。

“90 后 ”姑 娘 刘 维 两 年
前从英国留学归来，目前在
河南博物院从事文创工作。
会展专业出身的刘维坦言，
从未想过自己会转行和历史

文物打上“交道”。
“工作后才发现有这么

多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
其实，每一代年轻人都在用
自己的方式传承和演绎着传
统文化。”刘维说，现在每天
都有粉丝催出唐宫相关文创
产品，“年轻人和传统文化
的距离并不远”。

●“铁打的文化
内核，百变的个性追
求”

因河南省春晚火起来的
导演陈雷，最近收到众多粉
丝留言。其中，一个 13 岁孩
子 的 话 让 陈 雷 印 象 最 深 ，

“ 他 说 非 常 喜 欢 我 们 的 节
目，因为表演中呈现的中华
文化和华夏文明让他感到非
常神奇，觉得没有看够。”

在陈雷看来，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始终都在。新生代对中国历
史文化展现出的浓厚兴趣，
让他尤其惊喜和欣慰。

“传统文化不再枯燥乏
味，在形式和内容上开始变
得有趣起来，是越来越多年
轻人喜爱传统文化的重要原
因。”“95 后”女生李靓雯说。

李靓雯是河南博物院华
夏古乐团的一名成员，今年
河南省春晚，该乐团参与的
节目《新春国乐畅想曲》将
古乐、民乐、电音完美相融，
既有《少林寺》等经典曲目，
也有《达拉崩吧》等潮流舞
曲，一经亮相，同样受到网
友好评。

“古乐看似小众，但通过

与现代潮流相结合，也可令
人耳目一新，并加深年轻人
对 音 乐 文 物 的 兴 趣 和 理
解。”如今，李靓雯不仅会吹
奏传统乐器，还学会了演奏
编钟、编磬等古乐器。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不
少年轻人现今有着较高的文
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中华民
族铁打的文化内核，传统文
化所蕴含的高雅趣味和深厚
内涵，恰恰能满足年轻人百
变的个性追求。”河南大学
河南文化旅游研究院副院长
肖建勇说。

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
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
研究院院长范周表示，传统
文化在年轻群体中持 续走
红，也得益于文化创作者能
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创新热潮中，

“真正放下了包袱尽情和年
轻人进行交流和对话”。

●“自信的一代
需要更多‘自信’的
文化产品”

几年前，一些低水平制
作的历史穿越神剧充 斥荧
屏，引发观众反感。有年轻
网民表示：“不是我们对优
秀传统文化不感兴趣，我们
厌恶的是生搬硬套的煽情和
说教式演出。”

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
认为，得益于国家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大环境对年轻人
的引领，年轻人的民族自豪
感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正逐渐增强。

“近年来，通过实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等，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正
在逐步确立，但与之相对应
的文化产品还不够自信。”
马萧林说，现今自信的一代
需要更多“自信”的文化产
品。

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结
合，成为文化产品“自信”起
来的新路径。故宫彩妆一经
发布便被一抢而空、直播带
货国风产品备受欢迎 等现
象，彰显多地正在通过文化
创 意 ，构 建 文 化 发 展 新 格
局。

“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
展要契合时代潮流，通过故
事化、人格化而非说教式的
手段，能够更好地实现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的 完 美 融
合。”陈雷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
家协会副主席茅慧认为，创
造性转化的前提，应基于对
传统文化的准确认识与当下
精神旨归的有机贯通。“古今
中外，人心相通。基于共情
心理编创，才能增强艺术作
品的真实性和感染力，这需
要文艺创作者在创作时首先
要关注人文、人性、人情。”

“创新表达建立在对传
统文化资源充分了解的基础
之上。”范周建议，要结合产
业融合大发展的机遇，利用
好科技发展成果，做好文化
大数据体系建设，推动文化
资源产品化、品牌化、产业
化。
（新华社郑州 2月 27 日电）

当“唐宫小姐姐”邂逅“Z世代”
——传统文化与年轻人“破圈”相拥

新华社记者 桂娟 李文哲 翟濯

▲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的
演员们在为观众演奏（2020 年 1
月 1 日摄）。

新华社北京 2月 27日电（记者 申
铖 王雨萧）印花税法草案27日首次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草案总体上保持现行税制框
架和税负水平基本不变，我国税收立法
进程进一步加快。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作说明时
指出，从实际执行情况看，印花税税制
要素基本合理，运行比较平稳。制定印
花税法，总体上保持现行税制框架和税
负水平基本不变，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印花税暂行条例》和证券交易印花税有
关规定上升为法律。

草案基本维持现行税率水平，适当
简并税目税率、减轻税负。一是借款合
同、买卖合同、技术合同、证券交易等
税目维持现行税率不变，其中证券交易
印花税对证券交易的出让方征收，不对
受让方征收；二是将加工承揽合同、建
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货物运输合同的
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万分之三；三是将
营业账簿的税率由万分之五降为万分
之二点五；四是取消对权利、许可证照
每件征收5元印花税的规定。

草案总体维持现行税收优惠政策
安排，在保留《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
暂行条例》中免税规定的同时，将现行
有关文件规定的部分税收优惠政策上
升为法律。同时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务院可以规定减征
或者免征印花税的情形，报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此外，草案还
对印花税的纳税地点、扣缴义务人、计
征方式、印花税票的使用管理等税收征
管事项作了规定。

印花税法草案首次
提请最高立法机关审议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王逸涛 王迪）由中
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
员陈薇领衔的团队研发的我国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腺病毒载体），25 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附条件批准上市注册申请。这是我国首家获批
的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适用于预防由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COVID-19）。

国家药监局根据相关规定，按照药品特别审
批程序，进行应急审评审批，附条件批准重组新
冠疫苗（腺病毒载体）的上市注册申请，要求继续
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完成附条件的要求，及时提
交后续研究结果。

重组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采用单针免疫
程序，可在2至 8摄氏度间稳定保存，易于运输和
存储，接种对象为 18 岁以上人群。2020 年 3 月
16 日，该疫苗在武汉启动Ⅰ期临床试验，4月 12
日在武汉进入Ⅱ期临床试验，9月 22日在巴基斯
坦启动Ⅲ期临床试验，目前已在5个国家的70多
家临床研究中心开展了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共
完成近5万名受试者的接种。

该疫苗此前已获巴基斯坦和墨西哥的紧急使
用授权。据多方数据分析显示，在巴基斯坦Ⅲ期
临床试验中，单针接种疫苗28天后，新冠重症病例
保护效力达到100%，总体保护效力为74.8%。

我国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腺病毒载体）获国家药监局
附条件批准上市注册申请

2 月 27 日，在物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展示
疫苗所采用的超低温保温箱。

当日，香港特区政府采购的第二款新冠疫苗
复必泰疫苗（复星医药/德国药厂拜恩泰科新冠
疫苗），首批 100 万剂中的 58.5 万剂从德国运抵
香港，首批剩余疫苗将于 3 月初抵港。

新华社记者 李钢 摄

香港第二款新冠疫苗
首批58.5万剂抵港

下周开始预约接种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7 日电 针对
元宵节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风险，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部署开展全国夜查
酒驾醉驾统一行动。各地公安交管部
门按照部署要求，广泛宣传提示警示，
加大显性用警力度，加强路面巡逻检
查，共查处酒驾醉驾7000余起，其中醉
驾1500余起。

统一行动期间，各地加大警力和装
备投入，紧盯夜间重点时段，严管餐饮
娱乐场所周边、城乡接合部和涉酒事故
多发路段，实行城市、县乡联动，区域、
全线联治，织严织密酒驾醉驾整治网，
零容忍严查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

元宵节全国共查处
酒驾醉驾7000余起

◀上接 1版
习近平强调，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已进

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阶段。要准确把握社
会保障各个方面之间、社会保障领域和其他相
关领域之间改革的联系，提高统筹谋划和协调
推进能力，确保各项改革形成整体合力。要强
化问题导向，紧盯老百姓在社会保障方面反映
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不断推进改
革。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要推动基本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进一步
明确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要把农村社
会救助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谋划，健全农村
社会救助制度，完善日常性帮扶措施。要健全
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参加社
会保险制度，健全退役军人保障制度，健全老年
人关爱服务体系，完善帮扶残疾人、孤儿等社会
福 利 制 度 。 要 坚 持 不 懈、协 同 推 进“ 三 医 联
动”，推进国家组织药品和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
革，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高医保基金使用
效能。

习近平指出，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
环节加强社会保障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推动社
会保障事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社会保障立法工
作，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用人单位、个人、社会
的社会保障权利、义务、责任。要依法健全社会
保障基金监管体系。要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
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会保障资金
的违法行为，守护好人民群众的每一分“养老
钱”、“保命钱”和每一笔“救助款”、“慈善款”。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和
服务网络，在提高管理精细化程度和服务水平
上下更大功夫，提升社会保障治理效能。要完
善社会保险关系登记和转移接续的措施，健全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对象精准认定机制，实现应
保尽保、应助尽助、应享尽享。要完善全国统一
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深入推进社保经办
数字化转型。要坚持传统服务方式和智能化服
务创新并行，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
点，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务。要总
结这次疫情防控的成功做法，完善我国社会保
障针对突发重大风险的应急响应机制。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
性，坚持国家顶层设计，增强制度的刚性约束，
加强对制度运行的管理监督。各地区务必树立
大局意识，严肃落实制度改革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深化对社会保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把握规律，统筹协调，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
项改革方案的贯彻落实，在健全覆盖全民的社
会保障体系上不断取得新成效。

◀郑州歌舞剧院的演员在河
南博物院录制元宵奇妙夜节目（2
月 20 日摄）。

2 月 27日，香港知名喜剧演员吴孟
达因病在香港病逝，享年70岁。

吴孟达在福建厦门出生，7 岁随家
人移居香港。吴孟达是娱乐圈中知名
的喜剧演员，于 1973 年报考第三期香
港无线艺员培训班，正式开始踏足影视
行业。

吴孟达的很多作品都伴随了一代
人的成长，他与周星驰的合作更是成为
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经典，比如《逃学威
龙》《大话西游》《少林足球》等，为华语
电影扬名海外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贡献。

吴孟达的演技及影响力备受观众肯
定，曾凭着《赌圣》、《逃学威龙》等电影
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提名；凭
着《天若有情》夺得1991年的金像奖最
佳男配角。 （央视）

香港知名喜剧演员
吴孟达病逝
享年70岁

继河南省春晚节目《唐宫夜宴》成功“出圈”后，“唐宫小姐姐”再次出镜元宵奇妙夜。
古今交汇、穿越次元，节目中，“唐宫小姐姐”打卡河南名胜，一场神奇的文化之旅使不少网
友表示“没看过瘾”。

“伸手一摸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是秦砖汉瓦。”古老河南如今涌现丰富的文化创意，
以“95 后”为代表的“Z 世代”掀起传统文化热潮。自觉热爱、由衷自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不断“破圈”，主动拥抱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