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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贾淘文）2020年，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常态化背景下，中国酒业作为实体经济，承担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

“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凸显。中国酒业协会积极作为，迎疫而
上，助力行业复工复产，转战线上拓展酒业发展新窗口，引领健康酒
文化。

“十三五”期间，中国酒业历经行业变革阵痛，2020年历经新冠肺
炎疫情大考，跨过的历史进程里书写着中国酒业坚韧的成长之路。

迎疫而上显担当，转战线上谋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
发使酒类消费场景冻结，中国酒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2020年1月，中国酒业协会第一时间发布了《关于积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倡议》与《致全国酒商一封信》，组织众多酒
企和酒业人自发捐款捐物，积极组织、协调各大酒器开展节后复工复
产工作。鼓励企业在做好本企业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要求企业加
强自律，诚信经营，承担社会责任，稳定本企业产品价格。自2月开
始，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汾酒等众多酒企陆续开始复工复产。

疫情增加了消费者的居家时间，中国酒业协会把握时机，充分利
用网络传播优势，陆续推出“中国白酒芝香大讲堂”“中国酒业科普大
讲堂”“中国老酒大讲堂”“中国酒业营销大讲堂”等一系列线上活动，
为消费者传播中国酒文化，为企业开辟产品推广新阵地。其中，4月
上线的“适量饮酒 快乐生活——酒类消费大讲堂”，通过中国酒业协
会联合《中外酒业》“一直播”平台双通道同步直播，点击收看量分别达
到31521和1051.2万人次。

多项行业标准落地，为高质量发展助力。为推动中国酒类产业
更好的发展，中国酒业协会在《中国酒业十四五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中为白酒产业科技创新做出重点布局，并系统规划了
产业科技创新战略：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
力推进科学技术支撑高品质白酒的成果转化；以智慧酿造推动创新
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2020年，中国酒业多项标准落地，为中国酒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酒业
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其中，《二锅头酒》团体标准；《啤酒术语和分类》；《啤酒瓶》强制性
国家标准；《果酒通用技术要求》等656项行业标准；《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相继
落地实施。《白酒工业术语》等11项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产区表效应凸显，助力产业国际化。2020年，中国酒业协会为了推动中国酒业走
向世界，将目光向大产区集中，以产区作为品质、品牌和价值表达的方式，联合各地政
府打造区域特色产业集群、优化全产业链建设，推动产业创新升级。

去年 6月，中国酒业协会组织茅台、郎酒、习酒、国台、珍酒、劲牌、钓鱼台等 7家
酱酒企业负责人，共同发起并签署《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企业共同发展宣言》，
为推动酱香型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由此，世界酱香型白酒核
心产区，从概念变成现实，酱香型白酒正式走上了产区化与国际化的进程。

同年 10月，中国酒业
协会召开《葡萄酒产区团
体标准》审定会，就当前中
国葡萄酒产区标准制定的
背景、意义和项目的实施
进行讨论。该标准的制订
和推广实施，更好的明确
了产区概念，指导产区建
设，打造产区知名度，从而
推动我国葡萄酒行业健康
发展，规范葡萄酒行业的
发展。

“十三五”期间市场监管事业长足进步

我国年均净增市场主体1247.7万户
本报讯 近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工作会议传出消息：“十三五”时期我国市场监管事

业取得长足进步，商事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激发了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年均净增市场主体
1247.7万户，营商环境国际排名从84名上升到31名。

“十三五”时期，市场监管体制实现重大改革，实现了分段、分领域监管向统一、综合监
管的转变；市场监管基础性制度与时俱进；食品药品等安全基础不断巩固向好；质量提升行
动深入开展，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稳定在90%以上；市场秩序和消费环境持续改善，知识
产权保护进一步加强。

开栏的话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百年洗礼，淬炼伟大政党；栉风沐雨，铸就人间奇迹。

一百年前，中共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一百年后，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在这百年时间里，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

命，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本报自即日起开设“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追寻红色足迹，

汲取精神力量，展现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深入挖掘各个历史时期伟大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

价值，展现广大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凝聚立足新阶段、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看一百年的中
国去上海。

今天，人们循着革命前辈的足迹，走
进波澜壮阔的历史。

上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近代中
国的光明的摇篮”。

一座长期领中国开放风气之先的城
市，在人烟浩穰、海舶辐辏、万商云集的繁
华里，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气质。红色遗迹
之璀璨，宛若繁星。

走进同车水马龙的街巷一墙之隔的
石库门、走进烟火气浓郁的里弄，去寻访
上海百年前的红色足迹，也是在寻访中国
共产党在积贫积弱、九原板荡之际的跋
涉。

兴业路 76 号，党的十九大闭幕后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专程赶赴这里，称之为“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百年前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就在这里举行。不远处的辅德里，党的
二大时隔一年后召开；1925年初，党的
四大在广吉里落下帷幕……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第一部党
章、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
确立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
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循着时间脉
络，能清晰感知一个政党从弱小到强大、
从九死一生到蓬勃兴旺的不懈探索。尽
管处于初创阶段，但黑暗中的那束光芒，
那份为了人民的信念，奠定了中国共产党
的前进方向和基石。

红色是上海的根脉。从1921年诞生
到 1933年中共中央转移至江西瑞金，党
的中央领导机关多数时间常设在上海。
有些红色遗迹因亲历者相继离世，而遗落
在斑驳、狭仄的弄堂里。一位文献研究者
告诉记者：“保护修缮红色遗址，是一场同
时间赛跑的抢救式工程。”

黄浦区云南中路 171号—173号，一
个不起眼的门脸，却是新修葺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所在
地。白色恐怖下，谁能想到，在隔壁戏楼
的曲艺声里，在一楼诊所的喧闹熙攘间，
位于二楼的“福兴”布庄居然是敌人踏破
铁鞋无觅处的中共红色中枢。中国共产
党人的胆识与智慧改写了百年前的风云，
也深刻影响了历史进程。

为何选择上海？许多研究者给出了
答案。海陆通衢的地理方位，开埠后产业
工人不断壮大的阶级基础，东西方文化交
汇的思想土壤，还有经济、社会、人口结构
等多重因素叠加。上海，因势而兴，群星
璀璨。

多年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里向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青年时代在
上海渔阳里的谈话。他说，到了一九二〇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
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上海的红色故事，也是大浪淘沙、群
英荟萃的图谱。勇敢无惧、向死而生的他
们，胸怀一团火，前路再多荆棘、再是艰
险，也矢志改变中国的面貌。

中国的苦难史、抗争史、改革史、开放

史，浓缩在这座城的街道、里弄、江畔、船
舶……百川入海，星火燎原。一代人的觉
醒，唤醒了一个民族；一代代人的传承，又
将红色故事赓续出新的脚本。

耄耋白发和垂髫少儿在文物前轻声
交流着；几位外国友人看到激动处不约
而同鼓起掌来；一群少先队员雀跃而来，
红色火种生生不息……在上海星罗棋布
的“初心教室”里，前来瞻仰的人们带着
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
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一份份史料、一件
件文物，也是一把把钥匙，开启了去解
读、去探寻、去追问历史逻辑和精神密码
的大门。

百年前，这个国家的主义很多，但那
群青年只相信马克思主义。中共一大代

表的平均年龄28岁，今天的中国90后一
代同样堪当大任。历经抗疫洗礼，历经改
革开放大潮淬炼，青春壮哉。

从50多人发展到超过9100万党员，
百年沧桑。从萌芽，到创建，再到星星之
火，再到燎原之势。2017年秋，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的一幕，镌刻在党的光辉史
册上。纪念馆一层序厅，巨幅党旗如鲜
血浸染。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其他常委同
志一道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他们的声音交汇在一起，一字
一句，字字铿锵。1921—2021年，中国共
产党党员的宣誓声穿越时空，如春潮奔
涌，浩浩汤汤。

（人民日报）

2019年 3月，在重庆市扶贫办任
职的“80 后”王金旗来到酉阳县板溪
镇山羊村，担任该村第一书记。

从 2015年以来，这是山羊村村民
迎来的第三任第一书记。这场扶贫
的“接力长跑”一跑就是 6年。

山羊村位于武陵山的深处，山高
路陡，是典型的贫困村。首任第一书
记熊国饶回忆，从镇上到村委会的泥
石路只有 3 米多宽，去一趟镇上，要
走两个多小时的泥巴路，稍大一点的
车辆根本无法通行。一下雨，道路更
加泥泞危险，全村 6个村民小组只有
一条 3公里的通组公路。

“由于交通闭塞，村里剩了不到
100 人，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出去务工
了。”熊国饶回忆。

熊国饶担任第一书记的扶贫工
作队进驻后，将以交通建设为主的基
础设施改善摆在工作首位。通过 3
个月时间整治，基本保证了村民出
行。

第二任接棒的第一书记田雪勇
上任后，首先要办事的还是修路。当
年，在驻村工作队的争取下，县里拿
出扶贫资金开始为山羊村修建通村
公路。

“村里修路，我们提出了一个‘四
自原则’——土地自调、房屋自拆、坟
墓自迁、矛盾自解。虽然路修好了对
大家是好事，但当时村民得不到任何
补偿，因此不少人思想上转不过弯
来，不愿自己的地被占。”为了做通工
作，田雪勇和驻村工作队不断地开大
型村民会说明修路的好处，同时对不
理解的人不厌其烦地上门做工作。

在修路中，驻村工作队也经历了
各种考验。有一次，田雪勇和队员们

去勘测道路，却迷了路，只好在原地
生了一堆火，附近村民看见后才赶来
把他们带出去。夏天检查修路质量
时，遇到下大雨就在挖掘机的铲斗下
躲雨……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 11
月，通村公路完成了硬化，并加设了
护栏，进一步方便了村民出行。

第三任第一书记王金旗来到山
羊村后，继续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修
路，将山羊村的进村公路拓宽到 6
米。

就这样，三任第一书记一任接着
一任干，山羊村的路终于从天堑变成
通途。截至目前，全村新修公路 21
公里，加上出境公路已有 35 公里，6
个村民小组都修建了通组公路。

路修通了，也让山羊村发展乡村
旅游有了底气。山羊村拥有几千亩
的高山红叶，路没修好的时候，美景
养在深闺人未识。2020年，进村的路
宽敞好走了，自驾来观赏红叶的游客
超过了一万人。

路通了，山羊村和外界的联系便
捷了，在外打工的人也愿意返乡创业
了。47岁的村民冉东贵 2017年以前
一直在广东打工，回到山羊村后，跟
驻村工作队几番交流，表达了回乡创
业的想法。田雪勇和队员们为冉东
贵规划了创业项目，同时为帮助他申
请小额扶贫贷款和产业补贴，如今冉
东贵养殖了一百多头山羊和 4 万余
尾冷水鱼，预计总产值超过 100 万
元。

“驻村工作工作队来了以后，山
羊村从最初的不到 100人居住，现在
已经有 360多人了。”王金旗说。

当扶贫接力棒传到王金旗手上
时，他明白自己要带领乡亲们完成小

康路上最后的冲刺。那个时候，孩子
马上要上小学了，王金旗却主动请
缨，来到三百多公里外的山里带领乡
亲们奔小康。

到任后，王金旗挨家挨户走访村
里 6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六个村组
散布在海拔 800米到 1200米的山间，
王金旗走访一遍，要在群山之间奔走
一个月。

75岁的冉素清一家，是山羊村最
后一个脱贫户。冉素清的儿子因精
神疾病住院治疗，家里太穷，媳妇也
离家出走，冉素清一个人要照顾 3个
上学的孙子。担任第一书记后，王金
旗积极联系到一家公益组织，帮 14
个孩子申请到每年上千元的就学资
助。冉素清的三个孙子也在受资助
范围内。

现在，在危房改造和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下，冉素清和 3个孩子从山上
垮塌半边的老房子，搬到了镇上的新
房中。

在前两任第一书记的带动下，村
里通过流转土地，发展了 200多亩的
稻鱼综合养殖，种植有机水稻 200
亩，放养鱼苗 43500尾，村里 360多户
村民从农民变成了股民，通过入股分
红及务工实现了增收。

尽管覆盖了全部村民，但王金旗
发现由村集体来搞利润并不高，于是
他建议引进企业，通过企业联营的方
式引进技术、打开销路。他还在市里
通过自己的关系为大米找销路，在朋
友圈里推销山羊稻米，一年就为山羊
村卖出三、四万斤大米。

村里建档贫困户王章进原来住
在山上，两口子均患有疾病，一度觉
得生活无望。驻村工作队了解情况

后，先帮助两口子购买了医保，保障
了疾病治疗，拉住了这个滑向深渊的
家庭。随着身体恢复，两口子精神面
貌逐渐好转，工作队又趁热打铁开
展，鼓励其参加养蜂等技能培训，同
时帮助两口子落实涉农补贴政策。
王章进一家人从山上搬到板溪镇上
居住、务工，同时在山上继续养蜂和
养鸡。

2016年，王章进摘掉了贫困户的
帽子，2020 年，王章进装修了镇上的
新房，也买了辆轿车，准备给儿子结
婚，不仅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精神
面也貌焕然一新。

从 2014年至今，驻村工作队已经
换了十几个队员，但“脱贫蓝图”却一
绘到底，如今山羊村 69个建档立卡贫
困户、280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都已成
功脱贫，百年古寨焕发着振兴的生机。

在王金旗眼中，山羊村的未来充
满希望。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
和古寨深厚的历史底蕴，驻村工作队
对山羊古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曾经的猪圈，被打造成古香古色
的庭院；曾经的破旧房屋，被改造成
古朴的民宿。王金旗还为山羊村绘
制 了 一 幅 更 完 整 的“ 乡 村 旅 游 图
景”——春天，这里杜鹃盛开；夏天，
这里清爽宜人；秋天，这里红叶满山；
冬天，这里雪花飞舞。

（新华社）

三个“第一书记”
六年的扶贫接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寻访上海的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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