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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方面，有目的、有重点地干工作。比如面对水资源匮

乏问题，我们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处理好金山银山

与绿水青山的关系。

其次，要站稳政治立场，涵养和磨砺斗争精神。比

如我们要善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对安全隐患、民生问题了然于胸。

第三、注重实践锻炼，增强担当和斗争本领。能力

不足、本领恐慌是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要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的“八项本领”和“七种能力”，按照“干

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到条件最艰

苦劳筋骨、苦心志；经风雨、见世面。 

（四）增强宗旨意识，加强践行初心使命担当

党 的 根 基 在 人 民 ， 血 脉 在 人 民 ， 力 量 在 人 民 ！ 总

书记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

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

史。”西路军千里征战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乎党和军队的生死存亡。西路

军浴血河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河西走廊地广人稀，群众基础薄弱，西路军失去了

赖以生存发展壮大的群众基础。

西路军走出祁连山之后，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多方

援助和支持，所以他们能够恢复有生力量，成功突围。

西路军左支队到达安西的蘑菇台之后，遇到了蘑菇台道

观主持郭元亨和他的徒弟，虽然西路军长途跋涉，但战士

们纪律严明，不惊不扰。郭元亨看到战士们露宿观外、非

常感动，他不但安排部队的宿营，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

情况下，支援左支队的小麦约1000斤，黄米200多斤，面

粉200斤，胡麻油30斤，食盐4口袋等物资。

西路军西征的这段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

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

现在，都是我们党和军队永葆生机活力，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保障。

回 望 历 史 ，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 西 路 军 在 千 里 征 战 中

沉淀的西路军精神正是当下我们构建精神家园的重要依

托，是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集中体现。它

与“艰苦奋斗、自强不息、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胡

杨 精 神 和 “ 热 爱 祖 国 、 无 私 奉 献 、 艰 苦 创 业 、 开 拓 进

取”的兵团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

量源泉。为新疆、为哈密注入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印记。

哈密这片红土地，有着西路军纪念园、哈密烈士陵园、

哈密航空站、伊吾烈士陵园、下马崖边防派出所等丰厚

的 红 色 教 育 资 源 。 我 们 要 用 好 红 色 资 源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各族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强调，“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包括新疆各族人民

在内的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包括新疆各民族在内的中华

民族谋复兴。”我们如何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呢？一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比如建全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城乡协调发展问题。二是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时

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把人

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三是始终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不断给

群 众 带 来 看 得 见 、 摸 得 着 的 实 惠 。 比 如 ， 城 市 更 新 工

程、哈密河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和美乡村建设。让我们

的生活品质更高、环境更优美、更宜居。 

八十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西路军精

神始终光芒闪耀，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是我们这代人

砥砺前行的精神密码，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我们将从西路军精神不断的汲

取智慧和力量源泉，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精气神，

谱写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新疆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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