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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颗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也是始终不渝、矢志未改的恒心。
1978年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农业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

改革的序幕，滁州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大包
干”为滁州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农业基础。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小岗村时感慨
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
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做强农业，发展工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产权制度改革的浪潮中，滁州工

业砥砺前行，有效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创造了
工业发展“合老大、滁老二”的辉煌业绩。但是，随着时代的
变迁，滁州在全省的发展速度慢了下来、位次也掉了下来。

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顺应了国家战略，滁
州开始抢抓重大发展机遇，不断追赶跨越。2009年，经济总
量仅有576.18亿元的滁州，瞄准彼时经济总量突破800亿元
的江苏宿迁，提出了“追宿迁、超千亿”目标。一路追赶，持续
缩小与前方的差距，在如期如愿冲进全省第一方阵后，2016
年，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市第六届党代会明确提出“冲刺总
量全省第三”的目标。

一步一个脚印，实干兴滁。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十三五”期间，滁州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绩。全市经济总量先后突破2000
亿元和3000亿元大关。202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32.1亿
元，站稳全省第三，跻身全国百强。在全省发展格局中由“总
量第一方阵、人均靠后”转变为“总量第三、人均第一方阵”，

现在的滁州已经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之一。
让人人过上好日子，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
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举全市之力，在皖东大
地上组织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成效最明显
的攻坚行动。

685名干部驻村帮扶，2.68万名干部结对帮扶。定远县
于2019年4月实现摘帽，全市123个贫困村于2018年底全部
实现出列，2014至2020年累计脱贫79070户205054人。

共产党人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
关头豁得出来，始终勇往直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骤然打响。

“我是共产党员，让我先上”“我是共产党员，这个时候必
须顶上去”……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全市近万名共产党员
在党旗下宣誓，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主动请命投身疫
情防控最前沿。

一个支部一个战队，一座堡垒一面旗帜。市委、市政府
坚决扛起责任，切实发挥战役指挥部作用，迅速成立由市委、
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组建8个
督导组，加强工作统筹调度，实行24小时值班，随时监控疫
情发展态势。

上下同欲者胜。滁州，在全省较早启动疫情防控工作，
较早运用三大运营商数据查找疫区来（返）滁人员，最早建设
后备医院，最早由政府向市场投放一次性口罩等，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控制住疫情蔓延，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实现住
院患者“清零”。与此同时，及时出台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17条”，创新建立“两员三单四包”帮扶机制，在全省最早实
现规上工业企业、重点项目全部复工复产，上半年7项主要
经济指标增速均居全省第一。

7月，汛情不期而至。我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第一
时间发出动员令、倡议书，第一时间组织广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防汛救灾的强大力量，筑起了
守护家园的“红色长堤”。南谯区对3个街道23个社区进行
区域划分，安排党员干部分片区包保，开展24小时巡逻，并
成立3个督查组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组织保证。琅琊
区、中新苏滁高新区第一时间召集应急连民兵，组织党员突
击队，火速赶往全椒荒草圩蓄滞洪区，全力支援防汛救灾。
明光市张八岭镇党委组织150名党员成立12支党员先锋队，
第一时间奔向网格责任点。全椒县71家县直单位、10个乡
镇，1万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挺身而出，不分昼夜奋战在抗
洪一线，巡堤抢险、转移群众。

滔滔洪水面前，共产党员用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全市
上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滁河、
淮河“两线作战”，防汛救灾夺取重大胜利，实现“四个没有”，
即全市没有发生一起人员伤亡事件，滁河淮河干堤等重要设
施没有受到损毁，所有水库没有发生险情，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工作没有受到影响。

天地沧桑，风雨兼程。一路“赶考”的滁州没有辜负滁州
人民的期盼，在一系列大战大考中，交出了一份令全市上下
满意的合格答卷。

来安县皖东烈士陵园内，前来瞻仰革命英烈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

清明节前，全椒县各学校组织师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祭英烈活动。

南谯区师生诵读红色经典、分享阅读心得，献礼建党100周年。

定
远
县
仓
镇
马
厂
村
王
小
庙
无
名

烈
士
陵
园
，一
群
青
年
学
生
前
来
悼
念
。

红色皖东 人间正道是沧桑
全媒体记者张开兴

述往思来，向史而新。
市委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坚持一张重点任务表、一幅

月度任务图、一个督导清单和一套工作台账“四个一”挂图作
战，梳理出31项重点任务，分解形成78项月度重点活动，明确牵
头单位、配合单位及时间节点。全市上下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作为全市的重大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
办实事、开新局。

各地各部门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量开展特色
鲜明、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
入基层、深入人心。

琅琊区建好用好“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10个社区党史教育主题馆，今年以来
累计接待人数已超1.6万余人次，实现了党员干部群众“在家门
口学党史”。

明光市举办“嘉山烽火”党史故事100讲，开发“汪道涵在嘉
山的烽火岁月”“嘉山人民抗战史”等6个精品党史课程，制作

“青年大学习”“红领巾爱学习”网上主题团课、队课，凸显建党
百年路。

天长市组建千秋红“五老”、向日葵“五青”、爱之声“好人”、
茉莉香“文艺”、新时代“骨干”、新农人“百姓”、“三八红旗手”等
7支党史宣讲队伍，打造“一刻钟宣讲”“一小时巡演”“一分钟视
频”3个党史宣讲品牌，让党史学习“接地气”。

来安县投入项目资金3000余万元，对半塔保卫战旧址和大
刘郢新四军二师师部旧址、少奇楼等革命旧址进行维护升级，
全力打造融馆、塔、堂、墓、园为一体的来安红色教育基地。

……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市委、市政府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深化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党员干部“进网
格、听民声、办实事”，让群众在滁州生活更舒心；开展千企大走
访、“问题帮办、助企发展”等活动，全力打造“亭满意”营商环
境，让企业在滁州发展更暖心，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转化为为
民服务的务实举措。

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加快推进“一网一门一次”等改革措施，
推广7×24小时政务服务地图，加大汇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拓
展服务事项、整合政务数据资源。目前353件“一件事”全程联
办、406项高频社会服务网上可办，群众办事效率和体验感显著
提升。

截至目前，各地各单位已形成的项目清单达900多项，围绕
加快发展、乡村振兴、改善民生、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
等5种类型，首批梳理市级重点项目52项，均明确了项目内容、
服务对象、责任主体、完成时限、办理进度等内容。一桩桩发展
要事，一件件民生小事，一个个为民实事在党员干部的用心用
情用力下迎刃而解。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奋进再出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始终与时代同行，以永不懈怠、永不停歇的劲头，在披荆
斩棘中开拓奋进，在风雨兼程中砥砺前行，不断开创新阶段现
代化新滁州建设新局面，奋力实现“5688”奋斗目标。

热情似火的夏天，琅琊山上游人如织，欢
歌笑语不断；古城滁州亭城风貌尽显，醉美滁州

绽芳华；中新苏滁高新区，机声隆隆战正酣，不负好
时光……一个活力满满的滁州正自信从容地展现在世

人面前。
时光，总在回望中给人以启迪。
百年前的滁州，正如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满目疮痍、

民不聊生。但追求进步的广大工人和知识青年思想已经开
始觉醒，黄让之、朱皖白、陈醒梦等革命先驱在皖东大地点
燃的星星之火，迅速掀起燎原之势，接力至今，始终闪耀着
指引未来的璀璨光芒。

为推翻三座大山，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无数皖东有志之士团结到中国共产党周围，汇聚
到鲜艳的党旗下，立下一生跟党走的誓言，不惧牺牲、英勇
奋斗。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风华正茂。自皖东革命启航，梦想
从那时根植、追求从那时起步、情怀从那时激荡、担当从那
时彰显，深深融入滁州城市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已成为滋养
万千皖东儿女的精神食粮，激励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急难
险重任务面前，初心不忘、使命在肩、接续奋斗，不断启航新
征程、扬帆再出发，建设新阶段现代化新滁州。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皖东大地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生动见证了
我们党带领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艰苦奋斗，逐
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史。

天长市铜城镇山海社区中心路有一段仅约
一车宽的巷道，两边隐约可见老宅和路口处的
省级文保惠济桥，路边一间寻常民宅，就是天长
共产党员黄让之的旧居。作为目前已知滁州籍
最早的中共党员，1902年，黄让之出生于天长铜
城镇一个平民家庭，幼年读书，聪颖勤奋，乐善
好施，积极向上。1920 年黄让之到上海做工，
1922年入安徽公学就读，1923年进入被誉为“东
方红色大学”的上海大学学习。同年，黄让之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邓中夏、张春木（太
雷）等人在同一个党小组，成为当时上海仅有的
43名中共党员之一。

1924年夏，黄让之回到家乡天长铜城镇，他
带回大批革命书籍，设立图书室，在青年中宣传
反帝、反封建思想。并与天长青年陶振誉一同
成立进步组织励志会（后改为天盱青年同志
会）。励志会积极团结革命青年，传播马列主义
思想，为后来天长共青团和党组织的建立奠定
了基础。1932年，天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在黄
让之的家乡铜城镇秘密成立。

在凤阳，在南京、上海读书的凤阳籍进步青
年朱皖白、陈醒梦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经常
回乡开展革命活动。在滁县，直属中共南京地

委领导的滁县第一位党员“鸿儒”，利用在滁县
铁路工会工作便利开展工作。及至 1926 年 2
月，皖东地区最早的党小组——中共凤阳县凤
城临时党小组成立。

……
民众被唤醒，党的队伍在不断扩大。
但有革命斗争，就有流血牺牲。
1930年，来滁组建“滁县行动委员会”的中

共党员胡尚志牺牲在南京雨花台。1931年，定
远县吴圩暴动失败后，总指挥戴国兴遇难。
1932 年，中共凤阳县委书记赵连轩等 56 人被
捕，朱务平、赵连轩等20多位革命先驱在南京雨
花台英勇就义……但滁州共产党人无所畏惧，
始终选择在党的旗帜引领下，胸怀救国救民志
向，投身充满荆棘的革命道路，断头流血，视死
如归。

历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解
放战争，无数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带领千万皖东
儿女，谱写了一曲曲人民战争的胜利凯歌，迎来
了全境解放。

信仰的旗帜，在黑夜中举起。为了民族解
放，为了人民幸福，滁州党组织始终与群众想在
一起、干在一起，带领广大干群不断攻坚克难，
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皖东地区千千万万
党的优秀儿女，用平凡铸就伟大，用行动践行誓
言，用生命书写忠诚，把满腔热血洒在为人民求
解放、谋幸福的道路上。

初心如磐，走好“赶考路”

信仰如炬，指引前进方向 使命如山，奋进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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