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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连续 6 次为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班亲授“开
学第一课”，系统阐明了干部
成长成才的正确路径，为广大
年轻干部健康成长指明了努
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立身百行，以学为先，学者非
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

3 月 15 日，广东省委党校
（广东行政学院）2022 年春季
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广
州开班，省委书记李希出席开
班式并讲话,要求要坚持把学
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头
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在深
学 、细 悟 、笃 行 上 下 更 大 功
夫。作为新时代年轻干部，
我们要向书本学习理论、向
实践学习真知、向群众学习
智慧，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为民
服务。

向书本学习，在“读书万
卷”中凝心铸魂。鸟欲高飞先
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我们
年轻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要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把读
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做
到好学乐学。要发扬“挤”和

“钻”的精神，细嚼慢咽、反复
揣摩，把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
全会精神与深入学习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厘清内在逻辑关系和思想脉
络，深刻领会和全面把握党百
年奋斗的伟大成就、伟大意
义 和 伟 大 经 验 ， 深 刻 领 悟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
信仰、信念、信心，自觉将

“个人梦”融入“中国梦”，
真正做到“知之而信之，信
之而行之”。

向实践学习，在“行万里
路”中增强本领。行万里路是
实践式的锻炼，是学真知提能
力的关键。据报道，高州市
7200 多名党员到居住地 19 个
社区报到，常态化参加疫情防
控志愿活动，驻外党组织党员
则直接投身当地疫情防控一
线，与当地疫情防控工作人员
同心同力、并肩作战。4 月 14
日《中国组织人事报》报道，高
州市 28 支驻镇帮镇扶村工作
队组成春耕调研队，深入田间
地头，帮助农户解决春耕备耕
难题，获得了农户的一致点
赞。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
事要躬行。我们年轻干部要
走出办公室，俯下身子、沉下
基层，投身到疫情防控、乡村
振兴、环境保护等各项重点工
作中，才能在实践锻炼中学真

知、悟真谛，增强斗争本领，以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
概和“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壮
志豪情，践行新时代年轻干部
的使命担当。

向群众学习，在“名师指
路”中汲取智慧。“知屋漏者在
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最
生动的老师。我们年轻干部
要甘当小学生，拜人民为师，
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把
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
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学习
的标准。要问计于民，紧扣当
前工作实际，大兴调研之风，
深入企业、深入乡村、深入社
区，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
智慧、凝聚群众力量。要服务
于民，立足本职，坚持真抓实
干，为群众办好“真心事”“暖
心事”“实心事”。

事 有 所 成 ，必 是 学 有 所
成。我们年轻干部要把学习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
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读书万
卷，行万里路，听名师指路，筑
牢理想信念根基，克服本领恐
慌，厚植为民情怀，努力成长
为一名能担重任可堪大任的
栋梁之才，在新征程书写青春
最美篇章。
（作者单位：高州市委组织部）

力学不怠
书写青春最美篇章

李汝勤

“丝绸之路”原指中国古代经
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
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为这条贸
易通道上运输的商品以中国丝绸
最为著名，故名丝绸之路。东西
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历
史悠久，但将这条交往通道以丝
绸之路命名，却比较晚。丝绸之
路这个名称最早是由德国地理学
家李希霍芬于 1877 年提出，并得
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外学者又将“丝绸之
路”这一概念的内涵进一步扩大，
并逐渐形成了广义和狭义之分。
所谓狭义的丝绸之路就是指由汉
唐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西域地
区，通往欧洲和非洲的路线，又被
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或“绿洲
丝绸之路”。广义的丝绸之路除
了包含这条“沙漠丝绸之路”之
外，又包含由中国北方游牧民族
地区西行经亚欧草原通往欧洲的

“草原丝绸之路”；由成都出发经
云南、缅甸、印度通往欧洲的“西
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
由中国东南沿海经南海、东南亚
地区和印度洋到达欧洲和非洲的

“海上丝绸之路”。
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之

路”，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先秦时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广大
区域的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
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是一个
善于水上活动的海洋民族。活跃
于山东半岛的齐国方士文化中，
也不乏海洋文化的基因。

秦汉六朝时期，是中外文化交
流十分频繁的时期，也是海上丝
绸之路正式形成的时期。这一时
期，在西汉，无名的汉使从南中国
海西渡黄支，开辟了海上丝路的
新纪元；在东汉，罗马帝国的幻人
和使者相继沿海上丝路来到中
国，开启了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对
话；在三国，吴国使者朱应、康泰
出使扶南，足迹遍及今天的柬埔
寨等东南亚地区，密切了中国与
东南亚地区的联系。这一时期，
法显、智严、佛陀跋陀罗等无数中
外高僧大德往来奔波于海上丝路
上，为佛教东渐和中印文化交流
做出了巨大贡献；活跃于海南岛
和粤西地区的巾帼英雄冼夫人及
其冯冼家族，为维护海上丝路的
畅通留下千古佳话。这一时期，
中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都获得
了长足的进步，海外贸易有了显
著的增长，为唐宋海外贸易的繁
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这一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需要
重新审视和定位。

西汉开启海上丝路

丝绸之路的名称总是和西汉
著名外交家和探险家张骞的名字
紧紧连在一起。公元前 139 年，年
仅 17 岁，继承西汉皇位才刚刚两
年的汉武帝刘彻，已经开始展示
出雄才大略的气概。这一年，汉
武帝为了彻底解除西汉政权所面

临的来自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
奴的威胁，派出了一支由张骞率
领的外交使团，计划西行穿越由
匈奴人控制的广袤地区，到达今
天阿富汗境内，寻找受匈奴人欺
凌压迫而迁徙到那里的大月氏
人 ，并 与 他 们 结 盟 共 同 对 付 匈
奴。张骞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抵
达大月氏，完成了载入史册的“凿
空”壮举，大大拓展了汉朝人对外
部世界的认知。经过多年经营，
两汉在西域地区的影响力日渐强
大，而匈奴的威胁则逐渐烟消云
散。虽然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往
和贸易往来在张骞之前早已存
在，但学界依然将张骞称之为丝
绸之路的开拓者和先驱。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经略北
方沙漠丝绸之路的同时，并没有
忘记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几乎
在张骞出使西域的同时，一支属
于少府的外交使团，在一位黄门
译长的率领下，从南中国沿海的
日南障塞、徐闻、合浦港口等地出
发，乘坐蛮夷船只南下西行，经过
一年多的艰苦旅程，最终到达印
度南部的黄支国。与名扬天下的
张骞西行相比，被《汉书•地理
志》所记载的无名汉使出使黄支
的 海 上 航 行 活 动 ，显 得 十 分 低
调。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汉使
西渡黄支，是“赍黄金杂缯而往”，

“杂缯”就是丝绸。因此，汉使往
返黄支的路线是名符其实的海上
丝绸之路。中外学者公认，《汉书
•地理志》中关于汉使出使黄支
国的 234 字的描述，是载入中国正
史的最早、最系统、最完整的海上
丝绸之路的记载，具有里程碑的
意义。说明中华文明之中并不缺
少海洋文化基因，说明中国人在
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扮演了十
分重要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汉使出使黄支国，开辟了海上
丝绸之路的新纪元。世人只知道
张骞出使西域，而不知无名汉使
西渡黄支，这种片面的认知，亟待
彻底纠正。

海丝与中西交流

汉帝国和罗马帝国分别是东
西方文明的中心。虽然中国的丝
绸经过丝绸之路沿线商人的不懈
努力和辗转贸易早已走进罗马人
的视野，成为罗马贵族趋之若鹜
的奢侈品，但两大帝国的直接交
往，却直到公元 2 世纪才得以实
现。

东汉安帝永宁元年（120），发
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这一
年，西南夷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
经永昌郡（郡治在今云南保山附
近）来到东汉都城洛阳，朝见天
子，贡献方物，并献上来自海西国
的“幻人”魔术师。关于此次事
件，《后汉书》分别在《安帝纪》、

《西南夷传》和《陈禅传》中都有记
载，足见史家的重视。

学界更多倾向于认为，海西就
是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大秦

幻人，就是来自罗马帝国的魔术
师。“掸国西南通大秦”，显示这些
大秦魔术师是沿海上丝绸之路经
掸国来华的。最有可能的路线是
以印度南部为中转站，渡过孟加
拉湾，抵达缅甸伊洛瓦底江河口，
再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到达云
南。这是有史以来，正史所记载
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
交往，大秦幻人也成为“文献上所
见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继公元 120 年大秦幻人来华
46 年 之 后 ，汉 桓 帝 延 熹 九 年
（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
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尽管有
学者认为这些大秦使者只是打着
使者旗号的商人，但更多人认为，
这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建立正式
官方交往关系的开端。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也一直
没有停止寻找与罗马帝国建立直
接联系的努力。在此之前，汉和
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
曾派遣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但
由于安息人的阻挠，甘英的行程
止步于波斯湾，未能实现东汉帝
国与罗马帝国直接对话的壮举，
留下被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称之为

“使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的一声
长叹。因此，彪炳史册的东西方
最早的直接交往，注定属于东汉
安帝永宁元年（120）和汉桓帝延
熹 九 年（166），属 于 海 上 丝 绸 之
路。公元 97 年，公元 120 年，公元
166 年，这三个中西交通史上的重
要年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
也分别发生于陆上（西北）丝路，
西南丝路，海上丝路三条东西方
交往的主要通道上。

海丝与佛教传入

佛教东渐，无疑是中西交通史
和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佛
教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一直是
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
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术
界围绕汉明帝感梦遣使真伪问
题、《四十二章经》真伪问题、《牟
子理惑论》撰写年代问题、佛教输
入中国路线问题等，进行了持久
而深入的讨论。时至今日，这些
问题虽然没有定论，但在一些问
题的看法上，主流意见已经趋于
一致，比如《牟子理惑论》撰写年
代问题，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撰
写于汉末三国时期。

在佛教输入中国的路线问题
上，长期以来，陆路输入之说占据
上风。荣新江先生认为：“综合已
有的历史文献及 80 年代以来的考
古图像资料，特别是考虑到阿富
汗最近新发现的公元 1 世纪早期
的佛教文献，我认为佛教从西北
印度大月氏（今阿富汗和巴基斯
坦）经陆路传入中国的说法最为
合理。”季羡林先生指出：“佛教从
这里（按：至川缅甸路）以及海路
传入中国，也是历史事实。只不
过在最早的时期只能通过中亚而
已。”

佛教海路输入说，也不乏其
人。梁启超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完
成的《佛教之初输入》一文，认为：

“举要言之，则佛教之来，非由陆
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
而在江淮。”冯承钧先生指出：“中
国之识天竺，天竺之识支那，源来
已久，贡献虽始于汉和帝时，两地
交通为时必更古也。当时通道有
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
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道之先
……由是可以推想及于佛教输入
问题，交通既不限于一道，输入之
地则不应仅由西域一途……可见
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
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
是欲寻究佛教输入之故实，应在
南海一道中求之。”曾长期致力于
西域史地文物研究的马雍先生综
合汉文文献以及佉卢文字资料，
认为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
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
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
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于
中 国 境 内 ，成 为 一 股 移 民 的 热
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
两道。取海道者经印度航海来到
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
续北上，到达洛阳取陆道者越过
葱岭来到敦煌，一些人留居敦煌，
一些人继续东进，到达洛阳。

伴随着这股中亚人移民中国
的浪潮，佛教也同时沿海上丝路
和陆上丝路传至中国境内，从而
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古
今中外，宗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并非按部就班，循序渐进，而往往
呈现出跳跃式传播，跨越式发展
的态势。佛教东渐之初，洛阳、彭
城一带的佛教可能比于阗、交趾
要早。

海、陆两条丝路共同构成中外
交往的重要通道。汉魏两晋南北
朝时期，敦煌与岭南虽然相隔万
水千山，但由于弘法护法僧人的
不懈努力，使得两地之间的交通
更加畅通，交流更加频繁。敦煌、
西北丝路与岭南之间以僧人群体
为主体的这种频繁的往来和交
流，十分引入注目，远远超出了后
人的想象。在西行泛海求法的僧
人当中，有许多僧人出生于敦煌
和西北丝路沿线，很值得关注，也
彰显出海上丝路和岭南地区在佛
教东渐中的重要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僧众
群体西行求法活动最为活跃、最
为频繁的时期。而西凉州（今甘
肃酒泉一带）人智严，是这一群体
中的杰出代表，其贡献完全可以
与法显比肩。智严少年出家，为
求法，翻越葱岭，到达佛法繁盛的
罽宾国，即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并
遇到著名高僧佛陀跋陀罗，在智
严执着诚恳的邀请下，佛陀跋陀
罗和他一起，经过 3 年时间，克服
重重困难，最终沿海上丝绸之路
回国。佛陀跋陀罗，译名觉贤，他
将系统禅法传入中国，并首次将

《华严》大部翻译出来，使华严学
在中国开始兴盛，对中国佛教发

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在中国佛
教史上，智严的名字是和佛陀跋
陀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没有智
严，就没有佛陀跋陀罗来华。

由于材料有限，时至今日，佛
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问题，依然没
有真正解决。但毫无疑问，佛教
海路传播的可能性不容置疑，佛
教东渐中海上丝路的重要性不容
置疑。

三国时期与东南亚的交往

三国鼎立时期的吴国，海上贸
易和造船业都十分发达。“吴人以
舟楫为舆马，以巨海为夷庚也。”
孙权在武昌督造的内河楼船，一
艘甚至可以容纳三千人。东吴的
庞大船队经常出没于北起辽东半
岛、南达南海的航线上。

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
经海上丝路来到交趾，被交趾太
守吴邈护送至东吴首都建业，受
到了孙权的亲自接见。为了建立
与大秦国的联系，孙权指派手下
官员刘贤率领男女 20 余人护送秦
论回国。可惜这次旅程因为秦论
在中途病故，而不得不提前终止
了。

几乎在交趾太守吴邈护送大
秦商人秦论到建业的同时，受孙
权和交州刺史吕岱的委派，宣化
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开启了他们
出使林邑、扶南等南海诸国的海
上旅程。扶南是公元 1 至 7 世纪
中南半岛南部古国，领土大致包
括今天的柬埔寨、越南南部以及
泰国东南部地区，是当时东南亚
地区国力最为强盛、最有影响力
的国家。朱应、康泰在出使扶南
国期间，移风易俗，传播先进的中
国文化，深受扶南王范寻的赏识
和器重，扩大了中国在南海诸国
的影响。他们在扶南还遇到了来
自中天竺的陈、宋二位使者，并从
他们那里获取了诸多关于中天竺
风 土 人 情 、佛 教 传 播 等 重 要 信
息。朱应、康泰回国以后，将他们
出使的所见所闻分别撰写为《扶
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传世，
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
早记录，弥足珍贵。可惜这些珍
贵文献的原书均已失传，只在《艺
文类聚》、《通典》等类书和史志之
中保留了片言只语，成为今天研
究中国与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
交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
料。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密切了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继他
们出使之后，南海诸国扶南、林
邑、堂明等国国王纷纷遣使朝贡、
奉献方物。相传东晋著名医学
家、道教理论家葛洪青年时期曾
经游历过扶南。

到南北朝时期，扶南等南海诸
国与中国的关系更加密切。扶
南、林邑、师子国、狼牙修国、盘盘
国、丹丹国、干陀利国、婆利国、中
天竺、北天竺、大秦国等国先后沿
海上丝路来到中国，向南朝皇帝
奉 表 贡 献 。 梁 武 帝 天 监 三 年

（504），扶南王憍陈如阇邪跋摩遣
使来梁朝贡献，并赠送珊瑚佛像，
被梁武帝敕封为安南将军、扶南
王。扶南在佛教东渐过程中，也
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诸多
中亚、南亚的高僧大德经扶南沿
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传教弘
法。扶南著名高僧僧伽婆罗、曼
陀罗和须菩提也先后沿海路来到
梁朝，史称“扶南三僧”。

冼夫人及冯冼家族与海上丝路

梁武帝大同初年（535），流亡
到岭南的北燕皇室、梁朝罗州刺
史冯融的公子冯宝，与岭南俚大
人首领冼氏家族联姻，标志着深
刻影响岭南历史 200 多年的冯冼
家族登上历史舞台。在冯冼家族
杰出领袖冼夫人（约 522~602）的
统领下，汉族与岭南越族的民族
融合进一步加强，南中国的海疆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脱离中原
王朝管辖 500 多年的海南岛，在冼
夫人的运筹帷幄之下，再一次重
新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从此再也
没有分离。长期以来，海南岛的
居住民族以越人为主体，汉武帝
统一岭南后，在海南岛上设立儋
耳、珠崖二郡。但由于汉族官员
的贪腐和残暴，设立不久的的儋
耳、珠崖两郡，先后在公元前 82 年
和前 46 年，被迫撤销建制，海南岛
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从此中断。
到南朝梁武帝时期，被尊为“岭南
圣母”的冼夫人利用自己与海南
岛居民同为越人的独特优势，在
海南岛大力推行汉族先进文化，
移风易俗，改善民生，赢得了当地
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最终实现了
中原王朝对海南岛的有效管辖。

冯冼家族活跃于今天粤西地
区的茂名、阳江、湛江和海南岛一
带，处于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
中东、非洲和欧洲的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地理位置十分重
要。“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
是冼夫人的名言和行为准则。冼
夫人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
裂割据势力，奉行民族团结政策，
保境安民，和辑汉越，支持梁、陈、
隋三朝在岭南的有效治理，保障
了南中国海域海上丝绸之路的畅
通，为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
做出了巨大贡献。她曾将一件扶
南犀杖作为信物赠与陈武帝陈霸
先，这件扶南犀杖也成为海上丝
路的历史见证。

总之，秦汉六朝时期的海上丝
绸之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书写
了精彩的篇章，在中国历史乃至
世界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重视，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一带
一路”伟大构想深入人心的今天，
回望这段历史，探寻海上丝路文
明的源头活水，显得尤为必要。
（原载《丝绸之路研究集刊•第七
辑》，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秦汉六朝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
周永卫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农村基
层党建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
观点，科学回答了加强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目标
取向和任务要求、有效方法和措施
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关
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
述。这一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的科
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层党建学
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
新成果，为全面加强我国农村基层
党建工作，提高农村基层党建质量
提供理论指导和路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重要论述具有丰富内涵。
一是阐明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重要性。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
政的基础，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正是
依靠党的基层组织来贯彻落实。因
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首先必
须着力抓好基层党建工作”。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必须巩固好
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人民拥护和支
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党的
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在农村当中，农
村党员干部“生活在乡亲们中间，
生产在乡亲们中间，整天同乡亲们
打交道”,与农民群众联系最为紧
密。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
维护和实现好广大农民切身利益，
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在党的坚强领
导下，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
有目共睹的成就，广大农民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实惠。”
二是明确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

设的目标指向。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必须“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
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
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
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必须“让
乡亲们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真正
享受到政策的好处，一起来落实好
政策”。同时，农村党员干部要“充
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把农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
周围，激发农民群众的干劲和决心，
凝聚推进乡村振兴的磅礴伟力。

三是指明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方法措施。第一，农村党
组织要“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要自觉
执行，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

“党员和干部要积极支持村组织的
工作，自觉维护组织威信，执行组织
决定，带头落实工作”；农村党组织
必须严格组织生活，坚持民主集中
制，全力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党
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将组织优势
转化为力量优势、政治优势。第二，
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
和党员队伍建设，“切实把那些政治
素质好、品德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公
平、勇于创新、能带领农民群众增收
致富的能人选进班子”。“注重培养
选拔有干劲、会干事、作风正派、办
事公道的人担任支部书记”,主张

“通过公开选拔、‘两推一选’、公推

直选、竞争上岗等办法”，将优秀人
才充实到基层领导岗位。第三，要
廓清农村基层政治生态，给老百姓
一个公道清明的乡村。针对农村

“微腐败”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标本兼治”，既“要认真纠正和严
肃查处”，严惩农村“微腐败”以“治
标”，又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做好
制约和监督农村“小微权力”工作，
同时“坚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努
力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
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以“治本”。具体
而言：在“治标”方面，要以农村基
层干部队伍作为监督管理重点对
象，“要把农民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
作为纪检工作的重点……严惩横行
乡里、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及充当
保护伞的党员干部”；在“治本”方
面，要“合理确定权力归属，划定权
力边界，厘清权力清单”，切实做好
农村“小微权力”工作机制的运行，
确保农村“小微权力”运行时刻处于
农民群众监督之下。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
基层党组织建设重要论述的意义重
大，不仅开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
于无产阶级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理论
的新境界，更是为提高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质量提供根本遵循，为稳
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基发挥重要
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实现提供重要保证。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全面加强
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宋秀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