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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
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决议》首次把确立习近平
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
地位和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放到一起表述，并赋予其新的定
位、新的内涵，强调“两个确立”

“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十九届六中全会
最大的政治成果，我们要悟透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为什么提出

“两个确立”,并坚决捍卫“两个
确立”，做到“两个维护”。

“两个确立”具有历史依
据。从百年党史的基本经验来
看，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理论
的指导，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
运，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
败。特别是每到紧要关头、每临
严峻考验，党的领导核心都能带
领全党力挽狂澜，推动党和人民
事业破浪前行。

“两个确立”具有现实依
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航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直
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
武装凝心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
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束，以
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
虎”、“拍蝇”、“猎狐”惩治腐败，
取得了显著成效。在治国理政
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展现了
作为大国领袖、政党核心所应有
的自信笃定的政治意志力、高瞻
远瞩的全局掌控力、坚韧无畏的
变革创造力、大气厚重的凝聚感
召力，他既能统一全党思想，引
领前进方向，也能勇挑时代重
任，推动历史变革，还能做到先
之劳之，垂范立则，知行合一，充
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因此，我
们党响应历史和人民的呼唤，明
确了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
心、全党的核心地位。

“两个确立”具有理论依
据。唯物史观在强调人民群众
创造历史的同时，承认并肯定领
袖作为人民群众中的杰出人物，
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

明进步中具有的开创性和引领
性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
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
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其中“二
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提法
最能反映这一思想的历史地
位。在当今世界，中国之治与
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正是
因为中国国家实力的跃升、国
际话语权的提升，将中国带进
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潮流的
主流位置，使中国样本成为主
流版本、中国平台成为创新高
地。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之无愧
的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深刻理解了“两个确立”的
提出依据，就要忠诚捍卫“两个
确立”，并在做到“两个维护”上
走在前、作表率。

要严格遵守“两个维护”这
条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党员干
部必须严格遵守“两个维护”这
条最根本的政治纪律。要增强
政治能力，特别是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善于
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处理问题。
要在走深走实中强化理论

武装。既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又要学以
致用，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
一意志、统一行动，做到赤诚而
执着、至信而深厚。

要在自觉自律中强化忠诚
品格。检验对党是否绝对忠诚
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对“两个确
立”是否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要切实把维护核心作为思
想自觉、行动指南、纪律准绳，坚
决维护党中央“定于一尊、一锤
定音”的权威。牢牢把握“令行
禁止”这个关键。

要在履职尽责中强化担当
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批示，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
决不允许慢半拍，搞“等一等，看
一看”等；坚决不允许讲条件，为
不作为、缓作为等找理由；坚决
不允许存侥幸，欺上瞒下，蒙混
过关。这是根本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
顺利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党的
历史的重要启示。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捍卫“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谭文韬

冼夫人是古高凉 （今茂名一带）
人，梁陈隋时期的一位民族女英雄。
她是岭南发展史上的“扛鼎”人物，
正史 《隋书》《北史》 和 《资治通
鉴》等都有对她伟大功绩的记载。

冼氏女才德出众

冼夫人为高凉俚人部落首领冼氏
之女。冼氏女在年少时就表现出卓越
的军事才能，能够统帅部众，领兵打
仗。她推行睦邻政策，力劝兄长冼挺
不要恃强凌弱。冼氏女以其才干和德
行赢得了周围部落的信任，为海南岛
真正归属中央王朝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听说冼
氏女才德出众，所以为其子高凉太守
冯宝下聘礼求亲。冯冼联姻后，冼夫
人严格约束本族，辅助冯宝处理政
务，依法行政，赏罚严明。从此政令
有序，人们不敢违背法纪。冯冼联姻
开启了汉俚融合的先河，创立了民族
融合的典范。

以高超智慧多次消弭叛乱

从古至今，岭南虽偶有社会动荡
和局部战乱，但基本保持了和平稳定
的局面，为当今广东的富庶繁荣奠定
了文化基础。岭南和平传统的形成与
冼夫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岭南
人民面临刀兵之灾时，冼夫人以其高
超的智慧和谋略多次消弭了叛乱，息
兵罢战，保境安民，为后世作出了千
年表率，堪称岭南的“和平女神”。
岭南人民为冼夫人立庙祭祀，深切怀
念。时至今日，粤桂琼仍有冼庙约千
座，成为岭南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
冼夫人信俗背后蕴含的是岭南人民对
和平安定的崇敬之心。

平定李迁仕之乱。梁太清二年，
梁将侯景举兵反叛朝廷，攻台城（梁
都城）。广州刺史萧勃召兵援台，高
州刺史李迁仕称病不往，暗地里却铸
造兵器招兵买马。李迁仕占据大皋口
召冯宝议事，其实就是意欲谋反。冼
夫人明察秋毫，劝止冯宝。数日后，
李迁仕果然举兵叛乱，派主帅杜平虏
率兵入赣石。冼夫人率兵智取李迁
仕，又率兵北上与陈霸先会师平乱。

平定欧阳纥之乱。陈永定二年，
因冼夫人之功，九岁的儿子冯仆被封
为阳春太守。不久，广州刺史欧阳纥
谋反，召冯仆到高安 （今南海），其
用意就是以冯仆为人质逼迫冼夫人参
与叛乱。经过权衡，冼夫人以国家为
重，一面发兵守境，一面率百越酋长
迎接朝廷将领章昭达，并与之内外夹
击，荡平欧阳纥。

平定王仲宣之乱。隋开皇十年，
番禺俚帅王仲宣反，岭南多个少数民
族首领响应，围攻广州，广州危在旦
夕。冼夫人下令讨逆，派其孙冯暄率
兵前去解广州之围。冯暄与王仲宣的
同党陈佛智有私谊，迟迟不肯进兵。
冼夫人大怒，派人把冯暄囚禁于州
狱，另派孙冯盎领兵讨伐。为了让
岭南迅速恢复和平，冼夫人又亲自
披甲跨马，陪同岭南特使裴矩巡视
诸州。冼夫人所到之处，岭南各民
族望风归顺。

怀集百越保岭南。梁陈易代之
际，冯宝去世，岭南大乱。冼夫人发
挥她的影响力，号召各部族保境安
民，因此“怀集百越，数州晏然”。
在群雄争霸、战乱频发的情况下，唯
独岭南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

被尊圣母保岭南。陈朝末年，后
主无道。隋兵南进，陈后主被俘，天
下大乱。岭南数郡共奉冼夫人为“圣
母”。冼夫人勇挑重担，率百越保境
安民。隋高祖派韦洸率兵安抚岭南，
至五岭之下，不敢前进。冼夫人在得
知陈朝确实覆亡后，召集各方首领，
决定息兵罢战归顺隋朝，派其孙冯魂
迎接韦洸入广州，岭南再次保持了和
平稳定的局面。

每每在历史转折关头，冼夫人总
是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她在维护国
家统一、岭南和平稳定，促进民族团
结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南方
长城”。

因为冼夫人功绩卓著，隋文帝给
予冯冼家族很高礼遇，册封冯盎为高
州刺史，赦免冯暄并封为罗州刺史，
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和谯国公，册封
冼夫人为谯国夫人，授命冼夫人开谯
国夫人幕府，有权调动六州兵马，若
有紧急军情，可以自行决断。皇帝下
诏书予以嘉奖，皇后赏赐金银服饰。

番州总管赵讷贪虐无度，致使俚
僚多有亡叛。冼夫人上书朝廷，为民
请命。隋文帝惩处赵讷，任命冼夫人
为使者平乱。冼夫人不顾年老体弱之
身，亲载诏书，历十余州，宣述上
意，所到之处，少数民族望风归顺。
隋仁寿初，冼夫人去世，朝廷谥为诚
敬夫人。

青史留名

冼夫人功绩卓著，名垂青史，古
今名人多对冼夫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冼夫人在世时，国家即对她给予最高
褒奖。隋文帝降敕书曰：“夫人情在
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
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

宋代诗人苏轼被贬岭南，参谒冼
庙，对冼夫人顶礼膜拜。苏轼说：

“冯冼古烈妇，翁媪国于兹。策勋梁
武后，开府隋文时。三世更险易，一
心无磷缁。锦伞平积乱，犀渠破余
疑。”

民国时期，岭南学者冼玉清说：
“冼夫人是妇女为国立德立功之第一
人；妇女开幕府建牙悬肘之第一人；
妇女任使者宣谕国家德意之第一人；
妇女享万民祭祀之第一人。”

历史学家吴晗说：“冼夫人是我
国越族的杰出人物，也是我国历史上
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她对当时当地的
人民生活安定和生产发展有贡献，对
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有贡献，这
样的人物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歌颂
的。”

除了上述评价之外，历朝历代还
有很多赞誉之词。冼夫人是华夏精神
的一座高山，她的精神值得代代传承
和弘扬。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文法学院、广东省冼夫人文化研究
基地）

走近岭南英雄冼夫人
姚国军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古往今来，“春赏花、夏耕耘、秋摘
果、冬随俗”，文人墨客钟情，华夏
儿女向往。今天，“回归自然、健康
生活”，是人们的时代追求、休闲新
时尚。“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假日，城里人忙着去踏青，住农家
院，吃农家饭，看乡村美景，乐此不
疲。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催生乡村
旅游热。亲山近水，人们的脚步势
不可挡。

乡村旅游越来越受青睐，全国
各地为此频频出招，为乡村旅游发
展按下“快进键”。去年 11月，农业
农村部发布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推
介和监测结果，254 个村庄被确定
为 2021 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532
个乡村纳入 2010 年—2017 年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监测合格名单。茂
名，匠心打造“精彩 100里”，一条条
绿（碧）道连接城乡；实施“百墟千
村振兴计划”，评选“十大美丽乡
村”，信宜双合村、高州杏花村、化
州湖艳村……农味十足的乡村旅
游品牌响彻南国。发展乡村旅游，
迎来了黄金机遇期。

乡村旅游，正当春潮。
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上世

纪 80 年代。1998 年国家旅游局推
出“华夏城乡游”，形成第一次乡
村旅游热。截至目前，由国家旅游
局倡导创建的“全国农业旅游示范
点”，遍布内地 31个省区市，覆盖了
农业的各种业态；中国乡村旅游，
占全国出游总量的近三分之一；国
庆节旅游黄金周，全国城市居民出
游选择乡村旅游的约占 70%。乡
村游前景广阔，方兴未艾。

春光旖旎，人在旅途，陶醉乡

间。人们在果园嬉戏欢笑，欣赏春
花的烂漫；在茶园采摘春茶，体验
农事的乐趣；在田垄品尝草莓的鲜
嫩，感悟收获的快乐。乡村风光别
样美，美景带来好“钱景”！

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是推动地方发展的“生产力”，
是城市反哺农村解决“三农”问题
的“发展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乡村振兴战略，擘画了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宏伟蓝图。乡村旅
游以乡村社区为活动场所，以乡村
独特的生产形态、生活风情、村居
环境和田园风光为对象，其发展势
必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农宅出租，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会给农村带来
大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为传统农业经济注入新活力；会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据测算，乡村旅游
脱贫人数占脱贫总人数的 30.5%。
乡村旅游热，为我国农村发展带来
勃勃生机。

春潮涌动，多措并举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旅游新一轮勃
兴，正当其时。

规划引领，下好先手棋。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立足农业资源多样性和气候
适宜优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发展乡村旅

游要有的放矢,明确一个区域、一
个地方、一个村庄应该从事何种乡
村旅游项目，避免“一哄而上”和

“低水平重复建设”，力克“风光虽
好如厕难”等问题。

不靠山不近水，关中平原上一
个只有 62户人的小村子袁家村，先
后荣获“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全
国文明村镇”“中国十大最美乡村”

“中国十佳小康村”等 20 多项国家
级荣誉。其成功的首个秘诀是：战
略决策、走心规划。历史是明证
——20 万元买来了“建设关中印象
体验地”的“金点子”。

我市发展乡村旅游起步晚，交
通、通讯、住宿、餐饮等一些基础设
施薄弱。一些地方发展乡村旅游，
每每受制于交通短板，山里蜿蜒的
堵车长龙，至今仍令一些游客心有
余悸、望而却步。游客来了，如何
吃好、玩好、休憩好？急功近利，没
有规划，盲目开发，无异饮鸩止渴，
对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造成难以
逆转的破坏。因此，必须深入调查
研究，明确发展定位，科学规划发
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激活其造
血功能，提高农业、农村和农民的
发展能力。精心谋划的乡村旅游

“百花齐放”，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方会汨汨涌注。

打造品牌，把住根本。品牌是
名片，是招牌，是招徕游客的保

证。品牌响亮，酒香不怕巷子深。
增加农民收益是发展乡村旅游的
根本出发点。打造地方特色品牌，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这是乡村旅游
的主要抓手。袁家村的成功经验
可资借鉴：为打响“关中印象”品
牌，袁家村给旅游先搭建平台，吸
引能人或手艺人先进入袁家村经
营，扶持优势项目，再通过股份合
作，实现全民参与，股份共享。

“田里摘草莓，村里吃窑鸡”，
原汁原味、原生态的“乡村游”，仅
能热一时，新鲜劲一过，自然会
冷。期望乡村游长盛不衰、魅力不
退，必须因地制宜，立足农业，依托
本地自然禀赋、产业基础、历史文
化、发展趋势用心开发特色，在田
园农业、民俗风情、农家乐、村落乡
镇、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回归自然
等模式中，精选差异化发展之路，
形成完整的乡村旅游产业链，推动
三产融合，打响知名度，才能让乡
村旅游更具个性，更有内涵，更富
吸引力。用村中的 500余亩油菜花
打造乡村旅游项目，某地一个“网
红打卡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
了“旅游饭”。乡村美了，品牌响
了，村民富了。

我市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存在经营模式单一、品牌影响力不
足等短板。发展路上，品牌短板，
难聚人气，常常留下锥心之痛。为

此，我们要狠抓品牌建设，“引人”
“留人”。要扎实开展休闲农业示
范点、乡村旅游示范点、旅游名镇
名村、创意农业园等创建工作，加
快构建“跨县集群、一县一园、一镇
一业、一村一品”；举办乡村旅游
节、荔枝节、橘红节、龙眼节等节庆
活动，创新营销模式；通过开发乡村
旅游伴手礼，定制乡村在地工艺品，
开发养生保健乡村旅游产品等，推
广品牌资源，进而带动第一产业、推
动第二产业、拉动第三产业。

发展文化，彰显魅力。传承乡
村文明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精神内
核。高速发展的城市文明需要历
史悠久的乡村文明的滋养。发展
乡村旅游，“留心”最关键。暖风拂
面的乡间人情味，是车水马龙的大
都市欠缺的优势。但乡村旅游绝
非“放任自然”。以产业为基，以文
化为魂，深挖文化特色、乡村民俗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把“新、
特、奇”文化元素植入乡村旅游，以
适应“乡愁寻根”和精神愉悦的需
求，传承中华文明，这是乡村旅游
的魅力之魂。

挖掘乡村文明与追求经济效
益相辅相成，两者成就乡村旅游的

“诗和远方”。乡村旅游要在规划
设计、建筑开发、经营管理、旅游产
品设计等诸多方面进行创新发展，
凝练乡土特色、弘扬乡土文化、挖

掘乡村记忆、保护原生态环境，传
承和发展乡村文明。心留住了，钱
就来了。

规范发展，提高质量。质量是
旅游业的生命。袁家村炼成“中国
乡村旅游第一村”，从量变向质变
提升，从度假游到主题游再到深度
游发展，从“阳光下的袁家村”向

“月光下的袁家村”转变，“进城、出
省”，是其成功的重要秘诀。

去年 11月，农业农村部印发的
《关于拓展农业多种功能促进乡村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出，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业高质量发
展，“点线面”结合，培育 1500 个创
新引领产业美、生态宜居环境美、
乡土特色风貌美、人文和谐风尚
美、业新民富生活美的宜居宜业宜
游美丽休闲乡村。

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标准化、
规范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不二之
选。当前，必须大力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三建（建停车
场、购物场所、游客中心）、三改（改
水、改厕、改气）、三通（通水、通电、
通宽带）、三提升（提升餐饮、住宿、
卫生条件）”，优化环境，提高水平，
提升质量。实施“示范村”动态管
理机制，打造人性化、标准化、温馨
化旅游服务环境。要加快与电子
商务结合，实现大数据共享，提升
乡村旅游“信息化”“现代化”和“智
能化”水平。乡村旅游大有可为，
亦当有所作为。

美丽乡村，“村村点火”，遍地开
花，一经旅游催化，“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

春潮带雨来得好！
（作者单位：茂名市茂南区纪委）

乡村旅游 正当春潮
莫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并明确“产业兴旺”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首。
2022 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
一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大力抓好农业生产，促进
乡村全面振兴，并专门强调“支
持脱贫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加
快发展乡村产业”。我们务必充
分认识新发展阶段，致力推动农
业发展，举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
振兴，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坚定不移走好农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产业为先。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
兴，但归根结底还是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问题。我们必须立
足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现
代农业和传统农业，全力抓好粮
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聚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有
效管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迈
出新步伐。一是突出区域特色

优势。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不仅
要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满足
市场需求导向，还要因地制宜彰
显区域特色、特色产业价值等。
因此，需要全面挖掘各个区域产
业优势、特色产业体系等，提前
做好产业谋划布局，推动优势区
域产业发展。二是深化流通服
务体系。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不
仅要注重农产品生产端高质量
供给，还要重视农产品流通端精
细化服务。这是联系生产与消
费的关键环节，对于建立长期稳
定的产销对接关系至关重要。
从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看，要
打通基层偏远地区“最后一公
里”，进一步促进农村消费扩容
提质升级，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消费。三是发挥关键技术
支撑。发展壮大乡村产业，不
仅要注重业态应用层创新，还
要守住安全底线，强化技术源
头创新，大力发展产业链和创
新链相融合的新产业新业态，
积极推动农业产业体系、生产
经营体系、农资农机体系、农产

品供销体系深刻变革，实现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
者统筹兼顾。

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取农
业生产新成效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的关键
在于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
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一是要抓紧规划布
局，特别重视具有传统历史文化
价值和产业特色村庄的建设规
划，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规
划、设计、建设好每个村庄的产
业布局，确保村民有一个安全、
舒适、方便、环保的生产生活环
境。二是靠教育培训强化增收
能力，把农民培训作为发展农
村产业、振兴农村经济的重大
任务，分层分类施策，实行分产
业、分类型、分层级、分模块培
训，重点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头人轮训、现代青年农场
主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培训和农业产业精准扶贫培训

“四个计划”，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三是靠产业结构调整挖掘
增收潜力，抓好重点项目和特
色农产品企业，推动特色农产
品集聚化、品牌化发展，推进农
业转型发展，推进质量兴农、绿
色兴农、品牌强农，增强品牌优
势，延伸产业链，实现农民增收
致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
延，世界经济复苏脆弱，气候变
化挑战突出，乡村振兴工作难度
加大。我们必须着眼国家重大
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
好农业生产工作，接续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暨全省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工作推进会精神，以“五
棵树一条鱼一桌菜”为抓手，构
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茂名
农业优质高效发展、持续做大做
强，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
富，为加快乡村振兴作出新的更
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罗亚女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