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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多，女，藏族，1939 年出生，四川省甘

孜州德格县人，登山运动员。1959 年 7 月 7

日，她登上 7546 米的慕士塔格峰，获破世界

纪录奖章 1 枚，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 枚，

被授予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1961 年 6 月 17

日，她登上 7595 米的公格尔九别峰，获破世

界纪录奖章 1 枚，荣获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

枚。此时的潘多才 22 岁，就取得了这样了不

起的成绩。然而，在荣誉面前，她没有骄傲

自满，而是继续前行，勇攀高峰，为国争光。

她常说，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的今天，我虽然做了一点工作，只是尽了自

己的一点义务，如果真有功，这功应该归于

毛主席，归于党，归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这

点进步，只是以后努力前进的开始，我还要

继续努力。

1974 年，我国登山队组织男女混合集训

队，准备于 1975 年正式攀登珠穆朗玛峰。此

时，潘多的体质状况不太好，患有骨膜炎，双

脚冻伤严重，体重达 150 多斤，又是 3 个小孩

的母亲。但她从不考虑这些，一到北京就投

入到紧张的训练中。1975 年 3 月，攀登珠穆

朗玛峰的战斗打响。组织上没有把潘多编

在突击顶峰的梯队里，而是安排在低山运输

队。她毫无怨言，负重 20 公斤左右的物资往

返 在 5000 米 的 大 本 营 和 6500 米 的 营 地 之

间。几次突击顶峰的失败使女子登顶的希

望不大，在这严峻的关头，潘多挺身而出，坚

定地要求参加突击顶峰的战斗。5 月 17 日，

第三次突击顶峰的队伍出发了。到达 7600

米的营地时，12 级以上的高空风卷着漫天大

雪而来，队伍无法前行，只能在帐篷待命。

为了保证登顶时有一定的食物和人造氧气，大家就不得不节吃

少用。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天气才逐渐好转，他们又继续前

进了。

到达 8300 米的时候，女队员就剩下潘多一人了。根据队

员的状况，男子登顶是有把握的，而女子能否登顶却令人担

忧，这关系到国家的荣誉。在此关键时刻，潘多向组织和队

员保证：“要和战友们一起，誓将祖国的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世

界最高峰，为祖国争光，为中国人民争气，不把珠峰踩在脚下

决 不 下 山 。”她 的 坚 定 决 心 和 英 勇 顽 强 的 行 动 鼓 舞 着 大 家 。

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不断向新的高度攀登，越往上爬，

困难也就越大，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食物吃光了

就饿着肚子前进，氧气不多了就留在最关键的时候用。在整

个登山过程中，潘多的负重量和男队员一样，男队员想帮她

多背点东西，但被她谢绝，她说：“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你们

和我都一样，这些困难我能够克服，不能再给你们增加困难

了。”

5 月 27 日，经过艰苦行军，潘多和 8 名男队员终于登上了

8848 米的珠穆朗玛峰顶，使五星红旗再一次飘扬在了地球之

颠。潘多成为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女性，也是世界上第一个

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被人们广为传颂

的“穷棒子”互助组组员、共产党员次仁拉

姆，1926 年出生在西藏山南地区隆子县桑昂

曲林区的一个破牛棚里，因为父母是朗生

（家奴），她一出生也就成了朗生。朗生是生

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奴隶。她从 6

岁开始就给领主当牛做马，过着非人的生

活，苦不堪言，饱受辛酸。次仁拉姆藏语是

“长寿仙女”的意思。而奴隶出生的她怎么

能想过有一天会过上仙女一样的幸福生活

呢？

1959 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百万农奴

翻身得解放，党和政府给他们分了房子、土

地和牲畜，昔日的农奴终于当家做了主人。

次仁拉姆自此也获得了新生，并于 1960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随着形势发展，村里决定成

立互助组，条件好的人很快就找到了各自的

互助对象，而次仁拉姆这些朗生没有农田耕

种经验，互助组嫌她们不会种地，都不愿意

要她们。没有办法，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

次仁拉姆号召昔日的朗生们单独办组，并表

示要和大家永远站在一起。其他朗生也都

认识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这一条道路，

不组织起来，单家独户地进行生产，困难会

更大。于是，在共产党员次仁拉姆的号召

下，由 11 户朗生组成的农业生产互助组，于

1961 年 3 月在山南地区乃东县结巴乡桑嘎村

成立。这是西藏第一个全部由朗生组成的

互助组。朗生互助组成立之初，既缺少生产

工具，又不懂生产技术，次仁拉姆就勉励大

家：“只要拧成一股绳，羊毛也能捆住雄狮。

不要看兔子腿短，一样可以翻过高山。”她第

一个打破旧习惯，破除迷信，主动学习犁地，

动员男人除草，带头改进耕作技术，她还大

胆采用良种，在自家地里试种。这一年，朗

生互助组的农业生产取得了空前未有的大

丰收，被人们称赞为“穷棒子”互助组，也被中共西藏工委誉为

“百万翻身农奴的榜样”。1962 年，次仁拉姆担任乃东县结巴乡

党支部书记。同年秋天，结巴乡的庄稼遭受洪水威胁，在几十

天的阴雨中，她和大家一块背运石块，加固河堤，日夜守护着堤

防。一天傍晚，河堤被洪水冲开一个缺口，她就率先跳进河中

用身体去堵。她带领全乡 126 户翻身农奴发展生产，改变了结

巴乡的穷困面貌。1977 年，她带领结巴公社群众苦干、实干，在

海拔 3700 米的山沟里，取得了全公社平均亩产 935 斤粮食的好

成绩。

此后，次仁拉姆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称号，连续两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历任乃东县乡党支部

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1 年，她被评为“60 位

感动西藏人物”之一。她常说：“我名字的意思就是长寿仙女。

在过去，我只不过是一个苦命的朗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社会主义新西藏，我才真正成了‘长寿仙女’！”

从一无所有的朗生到四世同堂的“长寿仙女”，次仁拉姆的

人生经历就是新旧西藏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本故事文字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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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镜”茶卡盐湖

打 赢 脱 贫 攻 坚 战 进 入 冲 刺 阶 段 。

越到最后时刻，越要绷紧弦、加把劲，

高质量打好收官战，确保到 2020 年现

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脱 贫 攻 坚 成 就 举 世 瞩 目 ，我 国 农

村 贫 困 人 口 从 2012 年 末 的 9899 万 人

减 少 到 2019 年 末 的 551 万 人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10.2% 降 至 0.6% 。 漂 亮 的 脱 贫

成 绩 单 更 加 说 明 ，只 有 把 党 中 央 的 决

策部署贯彻好、落实好，基层干部群众

同 心 协 力 ，才 能 确 保 如 期 完 成 脱 贫 任

务。

脱 贫 攻 坚 战 要 胜 利 收 官 ，依 然 面

临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洪涝

灾 害 ，一 些 已 经 脱 贫 摘 帽 的 地 方 出 现

一些新问题。这一时期更需要基层绷

紧弦，一户一户排查问题、解决困难，

做 好 巩 固 提 升 ；及 时 纠 正 个 别 地 方 工

作重心转移、投入力度减少、干部精力

分 散 的 现 象 ，做 到 目 标 不 变 、靶 心 不

散、频道不换。不要认为督查结束了、

考 核 评 估 结 束 了 ，就 可 以 坐 等 宣 布 脱

贫。

脱 贫 路 上 ，一 个 也 不 能 少 。 为 了

攻下最后的深贫堡垒，党中央对 52 个

未摘帽贫困县和 1113 个贫困村实施挂

牌 督 战 。 在 挂 牌 督 战 地 区 ，干 部 群 众

为彻底摆脱绝对贫困，以“越是艰险越

向 前 ”的 昂 扬 斗 志 和 十 足 干 劲 全 力 冲

刺，令人振奋。

脱 贫 路 上 ，尤 需 一 鼓 作 气 。 挂 牌

督 战 地 区 要 再 加 把 劲 ，不 留 盲 区 。 特

别 是 深 度 贫 困 地 区 ，要 瞄 准 突 出 问 题

和 薄 弱 环 节 ，集 中 力 量 攻 坚 、狠 抓 政

策 落 实 。 要 杜 绝 资 金 使 用 不 规 范 、驻

村 帮 扶 不 扎 实 、政 策 落 实 不 到 位 、扶

贫 协 作 有 差 距 、攻 坚 打 法 不 精 准 等 问

题 ，不 断 提 升 脱 贫 攻 坚 的 质 量 和 成

色。

巩固脱贫成果最终要靠全社会合

力 。 总 攻 的 号 角 已 经 吹 响 ，参 与 脱 贫

攻 坚 的 社 会 各 界 也 要 加 把 劲 ，拿 出 决

战 决 胜 的 精 神 状 态 ，按 照 既 定 的 总 攻

方案，为如期脱贫贡献力量。

（新华社贵阳 9月 24日电）

绷紧弦、加把劲，如期脱贫一个不少
新华社记者 刘智强 齐健

茶卡盐湖地处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茶卡”是藏语，意即盐池。由于盐湖结晶盐层上卤水的

反射，在蓝天白云和远山的映衬下，茶卡盐湖形成银波粼粼如诗如画的镜面效果，宛若“天空之镜”。秋日的茶卡盐湖，水

天一色，风光旖旎，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游玩。

这是 9月 23日拍摄的茶卡盐湖“天空之镜”景区一角（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记者 张辛欣）工

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闻库在 24日于京召开

的 2020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2020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将于

10月 14日至 16日在京举行。5G在工业制造、车

联网等领域的新应用新场景将进行展示。

闻库介绍，本届展会以“网融万物，智向未

来”为主题，以案例和场景展示 5G 等代表性技

术在众多垂直领域的应用，并通过 5G 创新应用

展示专区等展现新技术为社会生活带来的改

变。

展会将采取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通过云

上峰会、3D 虚拟展厅等方便观众观展，助力企

业进行供需对接。

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将在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 22 日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

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

力、开创新局面，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连日来，专家学者、干部群众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文

化传承和创新、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建设体育强国

等，结合自身实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

教育，是关系民族前途和未来的“百年大计”，也是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我作为一名高等教育工作者深

受鼓舞，也感到责任重大。”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说，

西安交大将坚定弘扬“西迁精神”，践行兴学强国的办学宗

旨。我们要发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的功能和科技创新的

作用，把高端人才培养、科学技术创新作为人才培养和办学

的重要目标，培养更多致力于民族复兴的时代新人。

“教育现代化不光是设施设备的现代化，最主要是思想

观念上的现代化。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离不开基层教育工

作者整体素养的提升。”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教育局教师发

展中心主任卢万胜说，金寨县在大别山深处，我们在通过“智

慧学校”建设提升学校现代化办学条件的同时，老师的观念、

评价体系等都要跟上，使教育更加公平、更有质量，满足人民

群众期待。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作为参加座谈会的专家代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

研究院院长冯骥才有感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论述。

“中华文化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代代流传，和人民的生

活情感、梦想融为一体，有着巨大的生命力。”他说，文艺工作

者应自觉站在时代高度，努力学习，深入生活，走在前沿，做

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以优秀作品传递中华文

化精神气质和中国气派，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显示更新鲜强

劲的活力和对社会前进的推动力。

“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文化是重要力量源

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让中国文联副主席、上海话剧艺

术中心一级演员奚美娟深有感触。

奚美娟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文艺界发挥了

重要动员作用。“文艺工作者要拧成一股绳，发挥文化引领风

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扎根本土、深入群

众，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参加座谈会的北京大学医

学部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印象深刻：“习

近平总书记认真听取了我们的发言，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开门问策，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

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

‘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今后，我们将坚持以健康为中心，

加强医疗制度体系建设，加强科技创新，依托抗疫经验建立

平战结合模式，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机制体系，同时加

快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均质化，培养德才兼备、技术过硬的优

秀医学人才。”

江西省高安市卫健委主任吴丛文说，对于基层卫生健康

工作者而言，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拿出实招硬招，全

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求，就要从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分配

做起，增强基层群众卫生健康服务的获得感。

吴丛文说，目前当地已经有 29 名优秀医务人员对口帮

扶 15 个乡镇卫生院，未来还将继续完善相关配套，逐步让广

大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拿好药。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自 2014 年率先建成网络医院以

来，通过互联网手段，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为基层百姓提

供远程健康咨询问诊服务近 2000万次。

医院党委书记田军章说，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持公立

医院的公益性，统筹推进 5G 智慧医疗多场景应用，进一步通

过互联网技术，让高质量的三甲医院医疗技术服务走进老百

姓生活。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使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越来

越明确、着力点越来越清晰。”天津市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克敏说，深化改革创新是“十四五”时期体育工作者必须完

成好的课题，要科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在体育人

才的培养和分配、场馆建设、校园体育发展等方面，坚持问题

导向，进一步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进行创新，激发体育事业

的动力，彰显体育产业的活力。

“总书记十分关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我们正在加紧

建设国家冬季运动专项训练基地一期工程等项目，为冬季项

目人才培养等作出积极贡献。”李克敏说。

（记者 白瀛 刘硕 任沁沁 许祖华 林苗苗 周畅 徐弘毅

高皓亮 张泽伟）

（完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4日电（记者 于文静

戴小河）为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十四

五”第一年开始，各省（区、市）将分年度稳步提

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到“十四

五”期末，以省（区、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

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这是记者在国务院新闻办 24 日举行的发

布会上了解到的消息。近日，中办、国办印发

了《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

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对稳步提高土地出让

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作出安排。

中央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

在会上表示，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

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

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

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仅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远远不能满足

需求，必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建立长效机制。

据介绍，意见提出了 5 个方面的重点举措：

明确了以省（区、市）为单位提高土地出让收入

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 2 种可选择的计提方式；

明确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支出的统

计口径；明确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

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明确了允许各地

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打破分项计提、分散

使用的管理方式，对土地出让收入进行整合使

用；明确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

资金的核算，特别是要求不得虚增土地出让成

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我国将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