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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一起跨进 2020 的，激励我们砥砺前行

本报评论员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进入 2020的第一周，决战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浓烈氛围扑面而来，我们有理由

对这个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有了更热烈的憧憬。

有憧憬，更要有行动。全面小康，是干出来的。那些无怨无悔、

倾情奉献干实事的人，我们感动，我们见贤思齐。那些为了圆我们美

好梦想，却没能跟我们一起跨进 2020的人，我们更要铭记他们的英

名，接过接力棒，跑好新一程。

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就有“食言”的扶贫干部黄景教。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县驻村第一书记黄景教曾说，“我要带着全

村人脱贫，放心了才离开”。遗憾的是，上周我们却从媒体报道中得

知，黄景教走访贫困户返程途中遭遇车祸，不幸殉职，年仅 49岁。

都安县是广西 2019年确定的 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但在黄景教等扶

贫干部的努力下，截至目前，村里的贫困户只剩下 6户 21人。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截至 2019年 6月底，

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全国已有 770多名扶贫干部牺牲。去年，全国预

计约有 340个贫困县摘帽，1000多万人脱贫。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28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尽锐出战，用青春甚至用生命

书写了人类反贫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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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

只有啃下每一块贫困硬骨头，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现行标准下

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才对得起这些没能跨进

2020的扶贫干部，让他们不再“食言”。

没能跟我们一起跨进 2020的，还有特殊历史的见证者。

上周五，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幸存者照片

墙前，举行了一场熄灯仪式——去年年底，金茂芝、胡信佳、朱惟平

三位老人相继离世。仅 2019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就熄灭了

13盏灯。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仅剩 77名。

南京大屠杀距今已 80余年，那些幸存者是亲历者也是见证人。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

舌抵赖而消失。”如今，照片墙的灯正在一盏接一盏地熄灭，对幸存

者的寻访已刻不容缓。我们只有铭记历史，砥砺奋斗，才能告慰他们。

没能跟我们一起跨进 2020的，不只有我们的同类，还有我们这

个美丽星球上的一种美丽精灵。

没错，这就是网民痛呼“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的长江白鲟。

这是继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之后，又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

白鲟有多珍贵？白鲟已经活了上亿年，被称为“长江活化石”，

是中国特有珍稀动物、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有“中国淡水之王”

“水中大熊猫”之称。其实 2003年以来，科学家就没有再发现过白

鲟。白鲟是悄悄离去的。多么希望还有“漏网之鲟”！

白鲟没能迈进 2020年，再次敲响了长江生态保护的警钟，也更

加凸显长江禁渔的必要和迫切。所幸的是，自上周三开始，长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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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生物保护区十年禁渔期正式启动，为“涸泽而渔”彻底画上句号。

根据农业农村部相关通告，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自 1月 1日

起率先实行全面禁捕；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天然水域，

最迟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实行暂定为期 10年的常年禁捕，期间禁止

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

两年前，习总书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谈及长江经济带面临

的挑战和突出问题时就提到“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流域生态

功能退化依然严重，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频频干旱见底，接

近 30%的重要湖库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长江生物完整性指数到了最

差的“无鱼”等级。这是一场不容失败的长江生态保护战，空前严格

的禁渔措施，正是为了让更多“伙伴”不掉队。

正如电影《寻梦环游记》所说，遗忘才是真正的逝去。我们所背

负和铭记的，这些未能同行的“伙伴”始终在提醒。这些不会压垮谁，

反而砥砺我们接力奋斗。

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20-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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