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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 11月30
日，宁波新闻界“百名记者互动讲六
中全会精神”行动启动仪式在余姚市
梁弄镇横坎头村举行。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
后，全党全国上下全面进入学习宣传
贯彻全会精神时间。浙江省委做出开
展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六讲六做”
大宣讲活动的专题动员部署。开展

“六讲六做”大宣讲，是浙江充分彰显红
色根脉的政治责任、争当学懂弄通做
实六中全会精神排头兵的具体行动。

“我们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
化，发思想之先声，用我们手中的笔
和镜头，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
好中国故事、浙江故事、宁波故事，让
党的创新理论和百年成就，飞入寻常

百姓家。”启动仪式上，来自宁波新闻
界的记者代表庄严承诺。

为体现“记者互动讲”的特点，记
者代表在发言中也提到，将结合日常
采访，把全会精神与身边的事例结合
好，把全会精神用故事解读好，以小
切口呈现大主题，用小事例承载大内
涵，广泛开展互动式宣讲，更接地气；
同时还将创新宣讲形式，发挥新媒体

优势，运用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的语
言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讲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故事。

启动仪式结束后，百名记者互动
讲第一站走进“浙东红村”余姚梁弄
横坎头村，以“浙东红村川西彝寨颂
党恩谋共富”为题，通过视频连线的
方式，和横坎头村、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三河村村民贴心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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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宣讲活动现场，看到
了那份对横坎头村来说有着重要
意义的2018年3月2日的《宁波
日报》，村党委副书记邱民波仿佛
又置身当时横坎头村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回信时的场景——

“那是横坎头村党员群众，也
是宁波人民最幸福的时刻。”当
时，他就坐在村会议室第二排，

“听到总书记信中说‘我一直惦记
着乡亲们’，很多村民流下了眼
泪。”

“我们把这封‘家书’印在红
纸上，分发给每户家庭，让大家牢
记总书记的嘱托。”

一句“家书”聚深情；一封“家
书”值千金。

这份263字的“家书”，横坎
头村年轻党员，留学归国、返乡创
业的90后黄徐洁一直牢牢记在
心里——

“总书记在信中说，办好农村
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基层党组
织必须坚强，党员队伍必须过
硬。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做共同富裕的样板村。”

她说，当初就是总书记的话
点燃了她回乡创业的梦想。

在“山的那边”，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河村，村民

们能理解横坎头村村民的激动，
因为他们也珍藏了一份报纸
——2018 年 2 月 14 日《凉山日
报》，头版大图刊登了习近平总
书记深入三河村看望贫困户的
报道。

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洛故有
格说，总书记当时与乡亲们一起
围坐在火塘边，共同谋划精准脱
贫之策，“他说一直牵挂着彝族群
众，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
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去年10月，我们村已实现
整体脱贫，村民们都搬进了新家
园。”洛故有格激动地说。

红村彝寨携手行 共富路结并蒂莲
甬凉媒体互动宣讲六中全会精神

11 月 30 日上午，冷空
气带来的大风和降温，无
法阻挡横坎头村村民涌入
甬凉媒体互动宣讲六中全
会精神现场的脚步和热
情。

甬凉媒体通过视频连
线，与横坎头村村民、三河
村村民一起忆往昔、看今
朝、话未来，让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如春风化雨浸润
基层党员群众的心田。

浙东红村、川西彝寨，
这两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关怀、指导脱贫攻坚奔小
康的村庄，更在现场结下

“海誓山盟”，双方将携手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继续
前行。

一场“云签约”
开启共同富裕

在甬凉媒体的带动下，两地村
民“云互动”越来越热络。厚厚的云
层也渐渐散去，阳光洒在身上，平添
了几分暖意。

“我们两个村准备合资成立横
河美丽乡村建设有限公司，细节都
谈好了，就差见面签字，今天能否借
活动的机会现场签约？”横坎头村党
委书记黄科威“灵光一现”，这一提
议也得到了三河村第一书记李凯的
附和。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党建共建、
乡村振兴、数字乡村以及人才培训、
宣传推介和绿色发展等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六中全会提出，要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
生活而奋斗。

结对成为亲密兄弟，携手奔向
共同富裕，横坎头村和三河村早已

“迫不及待”，熠熠生辉的“党建共建
同盟”牌早已挂在了三河村。这还
远远不够——

“前期以文化交流为纽带，首批
邀请三河村8位彝族同胞来横坎头
村举办彝族传统文化演出，并以此
为平台，带动当地农特产品、工艺品
销售。”

“我们两个村的村干部可以相
互蹲点，在面对面交流互动中学习
彼此先进经验”……

都不需要甬凉媒体提问，两地
的村干部就你一言我一语聊开了，
一幅未来的美好画卷也在大家热火
朝天的互动中缓缓展开……

记者 石承承
在两地村民“云交流”中，横

坎头村71岁老党员黄彭勋特地
带来了自家制作的点心油盐麦
果，分给大家品尝，“这是70多年
前游击队员充饥的食物，如今是
我店里的网红点心。”

2006年，黄彭勋放弃在外打
工的稳定收入，回到横坎头村带
头开办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作
为党员，就是要做给群众看，带着
群众干。”

这些年，依托“红色旅游”的

蓬勃发展，黄彭勋经营的“百丈农
家”也成了“网红店”。

从“果腹之物”到“网红点心”
一个油盐麦果见证了党领导人民
浴血奋战、争取人民解放的光辉历
史，更见证了党领导山区人民自信
自强、守正创新奔小康的伟大成就。

“看我家，以前是平房，现在
盖起了洋房。”他还向两地村民展
示了几张照片，让大伙儿对六中
全会提到的“小康不小康、关键看
老乡”这句话有了更直观的感受。

黄彭勋的喜悦，三河村村民
吉好也求也深有体会——

过去，日子过得苦，住的是土
坯房，吃的都是荞子、土豆，几乎
不见肉。如今，家里用村里提供
的无息产业周转金，买了两头品
种优良的西门塔尔牛和一头种
猪，还种植马铃薯、花椒。他到西
藏昌都做架线工，全家收入蒸蒸
日上，还住上了100平方米的新
房，“现在我的孩子有学上，成绩
非常好，普通话说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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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记者互动讲六中全会精神”行动第一站走进“浙东红村”余姚梁弄横坎
头村。 记者 崔引 摄

横坎头村党员黄徐洁（左）展示“家书”。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