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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大国小康》 

【同期】习近平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解说】小康，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夙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

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自改革开放之初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根据时代要求不断丰富发展小康社会的具体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

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已

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经济更加发展篇 

 

  【解说】回望来路，从积贫积弱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划出不断攀升的上扬线，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字幕】河南省 兰考县 

  【解说】在兰考，这个名字，已经融入城市的血液。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我父辈们那一代感谢焦裕禄，我们这一代更要感谢焦裕禄。 

  【纪实】徐亚冲给马上临产的爱人卫晨欣打电话 

 

  【纪实同期】安静一下，不要太焦虑。我让我妈先过去，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别紧张。我也

会很快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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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徐亚冲电话那头的是他即将临盆的妻子阿欣，还有几天，两人爱情的结晶即将诞

生。 

  【纪实同期】擦脸的（东西）拿没有？擦脸的、牙膏、牙刷都拿上，有啥事直接给我打电

话。好，走吧，走吧。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伯牙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这个声音是出自于古琴，我也一样，我也是通过古琴的声音觅

到了我的知音。 

  【同期】徐亚冲爱人 卫晨欣 

  有一次来兰考出差，正好他在弹古琴。我当时觉得很诧异，村子里有会弹琴又会制琴的人，

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两个人就越聊越深，最后就在一起了。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我们家后院就种了两棵梧桐树。 

  【解说】泡桐花开、琴瑟和鸣，琴弦弹奏出的不仅有美丽的爱情，还有琴声一响、黄金万

两的富足。 

  【解说】在徐亚冲的工作室里，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古琴挂满了整个屋子。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最贵的一把 18 万。 

  【解说】徐亚冲相信古琴也是有生命的，精雕细琢出来的一定非同凡响。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一个工序完成了，就有一种成就感。 

  【解说】十几年前，徐场村地少人多，靠种庄稼仅能解决温饱问题。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我记得我们家的房子呀，下雨都漏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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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为了改变生活，徐亚冲的父辈们开始尝试用泡桐制成音板销往全国。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那个时候，他们背着琴、拿着干粮，坐火车，从火车站遇到谁就问谁，有没有人学琴的。 

  【解说】如今，搭乘互联网的快车，越来越多像徐亚冲一样的年轻人加入制琴行业。 

  【纪实】徐亚冲骑着电动车说： 

  看我们村子里面，家家户户都做（琴）。看这都是今天要发的货，看到没有。进我们村之

前，满满的一车琴板，做琴板乐器生意的，走了之后就空车。 

  【解说】民乐产业让徐场村成了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现场】寄快递现场 

  还有两三台是发国外的，每天几乎都是满满的一车，有时候还拉不完，而且不止一个快递。

很多个快递都是成车成车地往外拉。 

  【同期】兰考县岳寨村村民 胡伟涛 

  普通老百姓一年收入几十万，我感觉挺知足的。 

  【同期】兰考县岳寨村村民 汪凤梅 

  我们一年的营业额也就是一百多万。 

  【同期】兰考县岳寨村村民 徐文献 

  现在奔小康了，很高兴。 

  【同期】兰考县徐场村村委会副主任 徐永顺 

  我们每家每户都是小轿车，两辆到三辆，我们的生活现在已经踏进了小康。 

  【解说】这里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乐器生产企业，创新的生产方式变革了旧有的模式。 

  【同期】兰考焦桐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冯磊 

  古老的艺术文化和现代美学结合，所以说设计方面是我们的一个亮点。 

  【解说】古老的乐器从现代化的工厂里走出，在全国乃至世界开枝散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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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兰考焦桐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冯磊 

  这边年产量在 15000 台，产值在 3000 万到 5000 万之间。 

  【解说】在兰考，有近 600 家不同规模的乐器制作厂家。在徐场村附近就有一个由 13 家规

模企业组成的民族乐器制作产业园。 

  【同期】河南中州乐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代胜民 

  中国的民乐看兰考，全国 90%以上的乐器音板都是来自于兰考。 

  【解说】为了推动产业升级，政府还规划并启动了一期融资 8 亿元的音乐小镇项目。兰考

已经形成年产值 100 多亿元，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泡桐经济产业链”。 

  【同期】兰考焦桐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人 臧翠娇 

  我就是享受生活，我自己能享受生活，我是想买啥样的（东西）都可以买到。 

  【同期】兰考焦桐乐器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冯磊 

  （公司）第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国内市场能达到 TOP3。 

  【同期】兰考徐场村村民 徐亚冲 

  五年内，我要把国外市场占领一大部分。 

  【同期】兰考县政协副主席 李改民 

  （在）民族乐器产业的带领下，已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致富奔小康。 

  【解说】当年，焦书记带领大家种下的泡桐树，已经从防风固沙的“挡风树”，变成了致

富奔小康的“摇钱树”。以涓滴之力，汇千顷澄碧。在中国，千千万万这样的产业样本，汇聚

成多元发展的经济海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字幕】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经济累计实际增长约 189 倍，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超

过 100 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比重提高到 17%以上。 

 

  ——民主更加健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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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中国式民主的脉搏，始终为人民而跳动。愈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凝聚起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磅礴伟力。 

  【纪实同期】引导工作人员：这个当中还是直接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工委。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 

  【解说】这里不是景点，却成为不少基层党组织参观学习的热门“打卡地”；不是法院，

却摆满了一面墙的法律条文。这是位于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古北市民中心。 

  【现场】夏云龙走进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一路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同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夏云龙 

  我叫夏云龙，今年 80 岁，退休前我是大学的一名老师。 

  【解说】这位老人是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一位信息员。传递民意、完善立法，

是“夏云龙们”所做的工作，正像这画中彩虹桥下的白鸽。 

  【同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夏云龙 

居民、同学、家人，包括有些朋友还在国外，他们的呼声，他们的需求，（我）带到立法

点。 

【同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朱雅越 

  了解了情况以后，提一些自己实实在在的意见，参与到这个立法当中去。 

  【解说】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设立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建

于 2015 年 7 月，也是其中唯一一个设在街道的联系点。严肃的立法在这里并不神秘，普通老百

姓的意见也能推动法条的确立。 

 

  【现场】夏云龙现场介绍 

  我们这条（野生动物保护）建议也被全国人大法工委采纳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没想到现在立法不是摆摆样子的，代表广大群众呼声的真的（会被）采纳。 

  【解说】夏云龙提出的立法建议：“国家倡导公民和组织在适宜的场合奏唱国歌，表达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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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感”，也已列入国歌法。 

  【现场】夏云龙现场介绍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听取了我们的意见，现在列为国歌法第五条。 

  【解说】截至目前，夏云龙所在的立法联系点已就 43 部法律开展意见征询，上报建议 770

余条，其中有 41 条被采纳，这就是他们的小小“成就”。 

  【同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夏云龙 

  真的是民有所呼，法有所应。 

  【同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立法联系点信息员 朱雅越 

  听了我们最基层的实实在在的意见，也是民主的体现。 

  【解说】基层立法联系点，不仅开启了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的“直通车”，也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

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如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日益融入祖国大地每一处角落，不断汇聚起共建、共治、共

享的磅礴力量，越来越多的基层声音进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字幕】数据显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占到了 15.7%，比上一

届提高了 2.28 个百分点；全国政协十三届委员中，非中共委员占 60.2%，56 个民族都有人选。 

 

  ——科教更加进步篇 

 

  【解说】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从文盲率 80%到教育

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70 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科教事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解说】重庆东部，三峡库心，有一座 50 多万人口的土家族县城。 



 7 

  【字幕】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 

  【解说】在中益乡小学，双语双师课是孩子们最喜爱的科目。 

  【解说】基于 5G 通信技术的英语双师课堂，有效打破了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瓶颈，

让孩子们在百里之外的大山里，也能享受到均等学习机会。 

  【同期】中国移动重庆公司石柱分公司副总经理 凌宗炎 

  5G 网络基于它的大带宽、低时延特点，我们的 AI 镜头会同步捕捉它的音频和视频。这样

的话，在我们 200 公里以外的（重庆市）人和街小学，会同步地看到我们学生的动作和回答的

问题，真正实现了“同上一堂课”。 

  【解说】27 岁的英语教师何丹，一年前从大城市来到中益乡。孩子们的英语一天天变好，

她也慢慢融入了大山。 

  【同期】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教师 何丹 

  学生看到我都会叫何老师早上好，何老师中午好。有时候他们见我会用英语，有点像显摆，

有点像邀功似的，我就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解说】9 岁的向慧娟是中益乡小学 4 年级的学生。放学后，她和几位同学来到操场，为

几天后全县举办的跳绳比赛做准备。 

  【同期】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学生 向慧娟 

  我喜欢跳（绳），它可以让我的身体变得好一些，不容易生病。 

 

  【同期】向慧娟母亲 罗小之 

  不管她做什么，我都会支持她。我就是觉得只要她自己高兴、健康，就很好了。 

  【解说】他叫孙志浩，和向慧娟同在一个跳绳队。训练结束后，饥肠辘辘的他，满脑子都

是家里的饭菜。 

  【解说】这是由斑鸠叶汁水制成的当地美食，名叫“神仙豆腐”。 

  过去生活困难时期，这是当地的充饥菜，现在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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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夕阳西下，品尝农家菜的游客陆续到来，懂事的孙志浩也上前帮忙。 

  【同期】孙志浩母亲 马园莉 

  2019 年的时候，我们这沟里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周边城市（的人）都来这里玩，

人比较多。那时候就想，开农家乐的话应该能挣到钱，家里面也看着了，孩子也照顾到了。 

  【解说】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益乡考察，指出：“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学受

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多重政策支持下，中益乡小学翻新了教室、食堂，新建宿舍、音乐室、科技馆等，孩子们

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解说】今天，中益乡小学三四年级准备召开一场联合班会，主题是“向梦想出发”。 

  【现场】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教师 唐大鹏 

  你心里面有什么梦想呢？ 

  【现场】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学生 向慧娟 

  我想当一名老师，因为我想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传授他人。 

  【现场】重庆市石柱县中益乡小学学生 孙志浩 

  我想当一名军人，当兵可以保卫国家。 

  【解说】从中益乡小学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也参加了这堂班会课。 

 

  【现场】视频连线 

  （以前）每天我们上学的时候都需要爬坡。 

  （你们的）学习环境比起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好太多了。 

  也希望我的小学弟、小学妹们，可以不负好时光。 

  【解说】此刻，梦想的种子也许已经在孩子们的心中牢牢扎下了根。 

  【解说】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教育的力量，正支撑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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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 

  【字幕】“十三五”期间，全国 23 个省份、95.3%的县级单位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累计

资助贫困学生 3.91 亿人次、资助金额达 7739 亿元。 

 

  ——文化更加繁荣篇 

 

  【解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全面推进，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更加彰显，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充分迸发。 

  【字幕】甘肃省定西市 

  【解说】这里是“苦瘠甲于天下”的定西，是联合国专家眼中“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解说】这是陇中小曲，在甘肃等地已传承上千年历史。 

  【同期】甘肃省定西市青岚山乡文化站站长、民间艺人 马鸿程 

  陇中（小曲）的唱腔，多（关注）的是人的生活，是非常不如意的，在那种挣扎的状态生

活着。一直就是撕心裂肺那种唱，有的时候感觉很惆怅、很无奈的那种唱法。 

  【解说】如今，当地彻底摆脱了千百年来的贫困“宿命”。近年来，群众日益富足的生活

不断浸润、改变着陇中小曲，也让多种文化艺术形式，在这片黄土地上百花齐放。 

  【同期】甘肃省定西市音之声乐队队员 郭凤萍 

  不到 10 天就有一次（演出），我们每到一处的话，（台）底下的村民、乡亲们很热情，基

本上大片大片都来看我们演出。他们站在那看你在台上表演，你自己心里都充满了自信。 

  【解说】苦了大半辈子的村里老人，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享受到这样有滋有味的文化生

活。 

  【同期】甘肃省定西市青岚山乡大坪村村民 刘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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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个节目好着呢。我刚来的时候，这个村子的地全是陡坡地，没平地，山上光秃秃。天

旱最穷的时候，一年就吃不饱肚子，还吃过糠。现在脱贫致富，生活很满足。 

  【现场】马鸿程：生活成你这么个样子不容易，是真不容易。 

  刘玉秀：大家扶持得好呗。 

  【解说】如今，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和勇气追求精神上的富足愉悦。每到周末，乡里的文化

站都热闹非凡。除了求字画的大人，还有跟着马鸿程学习的孩子。 

  【现场】学到老都是问题，学到老都是没个头，没个尽头，书法艺术就是这个样子。 

  【同期】学生 张菊慧 

  学了 5 年（书法）了，喜欢飘逸的、很豪放的那种字体。字越来越好，更多的话就是让我

自信起来了。 

 

  【解说】文化在乡村枝繁叶茂，最近两年，马鸿程明显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忙了。这一天傍

晚，他终于抽出时间，将三五旧友约到家中小聚。 

  【现场】 

  咱们定西这个小曲，从我的认识来说，现在是轻车熟路，大家现在就是要好上加好。 

  【解说】这次聚会，他们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如何通过传统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新面貌、

新风采，让更多人关注文化、亲近文化。 

  【解说】一夜谈笑，一夜欢歌，一首首温暖人心的曲子，在夏夜的微风里越飘越远。 

  【字幕】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 

  【解说】晨曦中，城市渐渐苏醒。人们走上街头，开启崭新的一天。 

  【解说】这片人工湖由洮河水注入而成，名为“定西湖”。2014 年，洮河水被引进缺水的

定西，破解当地千百年来的一大发展瓶颈。有了水，城市就有了灵气。马鸿程和好友王秀“老

调谱新词”，将一曲《引洮河》，献给他们的“救命河”“圆梦河”。这首陇中小曲，昂扬而

清亮，虽是老调，却听不出凄苦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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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甘肃省定西市青岚山乡文化站站长、民间艺人 马鸿程 

  你让我唱一个特别苦的，我不会唱了。人没有那个心情唱苦的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好，我

能哭出来吗？ 

  【解说】此时，在湖的另一边，一场视听盛宴刚刚拉开帷幕。 

  【同期】甘肃省文人乐坛乐器音响演艺有限公司负责人 卢庐宇 

  今天来的是我们的一个小乐队，有 9 个人。 

  【同期】定西市民 移峰 

  像这样的活动，不光可以陶冶情操，它可以帮助大家形成一种更好的社会凝聚力。 

  【同期】定西市民 牟瑞姣 

  精神和物质都能提升，都能达到小康，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小康生活。 

  【解说】夜幕降临，观众的热情仍未褪去，市民们陆续加入合唱。今夜，这座城市的夜景

格外绚烂。 

【字幕】截至 2019 年，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 44073 个，其中乡镇综合文化站 33530 个；

全国群众文化机构共有馆办文艺团体 8094 个；由文化馆（站）指导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 44.18

万个。 

 

——社会更加和谐篇 

 

  【解说】和谐，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古老哲学，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新时代的火热实践中，

焕发耀眼光彩。 

  【字幕】浙江省 安吉县 

  【解说】安吉，好听的地名蕴含着对一方百姓的祝福。空气中，不仅充盈着古老的茶香，

还跳动着创新社会治理的活力。 

  【解说】吴洪溢兄妹三人，已经为乡邻间的纠纷苦恼了很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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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浙江省安吉县居民  吴洪溢 

  村里面有个（邻居），当时好心调给他点地，就给他造房子了。后来他就造了房子以后，

他趁我爸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侵占了我们好多土地。村里面、乡里面解决了好几次了，协议写

了，他儿子不肯，又推翻（协议）。 

  【解说】无奈之下，吴洪溢兄妹来到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希望这里能帮他

们解决困扰。 

  【解说】接待吴洪溢的，是安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王正平。 

  【现场音】吴洪溢 

  但是往往有些事情，我们到了现场看了以后，到对方了解了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他也

跟你讲得一样的话。（那你们可以去调查。）这个你不要担心。（我不担心。） 

  【解说】第二天，王正平和中心的几名工作人员赶到了村里了解情况。 

  【解说】几天后，经过多次的耐心调解，吴洪溢家和邻居的矛盾得以解决，邻居已经同意

将侵占的土地归还给吴家。 

  【解说】这只是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缩影，无论是

家长里短、邻里矛盾，还是经济纠纷，中心都会提供专业援助。让群众“最多跑一次”的改革

理念，正在向社会治理领域延伸。 

  【同期】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综合科科长 王升 

  相应的一些部门窗口，比方说劳动监察关于欠薪啊，工资方面的问题，劳资纠纷一些问题，

会得到这个号，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第 2 个区域——接访区。这里我们总共有 12 个窗口，汇集

了 18 个部门。 

  【解说】杜绝踢皮球，组队“集成”，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同期】安吉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王正平 

  我们有一个联合的团队，涉及到疑难复杂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用联合的团队来一起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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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子来解决。这样就是说我们信访的一些百姓，只要进了我们这扇门，就可以一揽子调处，

不要跑其他地方了。 

  【解说】这些指挥中心屏幕上实时变化的数字，就是矛盾纠纷全量数据库。用好“智慧大

脑”，从“灭火”向“防火”转变，这是安吉矛调中心的另一个探索。 

  【解说】继“最多跑一次”改革后，自 2019 年起，浙江积极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

地”的改革，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越来越完善。如今，这项社会基层治理改革也在中国

各地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民众拥有了一站式的“解忧超市”。一个生机无限的和谐社会，已

经在全面小康的美好蓝图中成为现实。 

  【字幕】更加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让百姓幸福感倍增。公安部数据显示，

全国群众安全感逐年上升，2020 年达到 98.4%，全国居民对社会治安满意度达 83.6%。 

 

  ——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篇 

 

  【字幕】黑龙江省抚远市东极广场 

  夏日凌晨 3 时，中国第一缕阳光。 

  【解说】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昂扬向上的居民收入曲线，温暖人心的民生成

绩单……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的背后，是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字幕】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 

  【解说】这里是黑龙江畔的“壁画小镇”，砖墙上的图案，表达了当地人对鱼类的特殊情

感。 

  【解说】周末一大早，村民尤克勒·哈拉·浩就开始忙活，准备为乡里亲友做一桌全鱼宴。 

  【现场】尤克勒·哈拉·浩选鱼、做鱼画面 

  【解说】对于赫哲族而言，烹鱼是招待客人必不可少的礼数。正午时分，10 道菜全部做成，

人们陆续到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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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当地人尽享美食、欢歌笑语、饭后在壁画前合影画面 

  【解说】昔日的赫哲族以渔猎为生，穿鱼皮衣，做鱼皮画。鱼养育了人，人也感念鱼。 

  【同期】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渔业村村民 尤克勒·哈拉·浩 

  我们赫哲人是渔猎民族，都是沿着江边生活。像我们这条江黑龙江，在我父亲他们那个时

候，因为没有什么别的吃的，就是靠吃鱼，等于现在来说，那时候就是“救命鱼”。还是依靠

打鱼，慢慢致富起来了，家里也是从小船换到大船。 

  现在这生活条件已经好了，我在咱们赫哲民族文化村里开了一个小农家乐，半年大约能赚

六七万块钱。 

  【现场】尤克勒·哈拉·浩在黑龙江边唱赫哲小调《幸福生活》 

  【字幕】赫哲小调《幸福生活》 

  【画面】黑龙江水在夕阳下缓缓流淌 

  【解说】时间，就像一条流淌的大江，一头连着现在，一头连着过去。千百年来，黑龙江

缓缓东流，源源不绝，见证了赫哲族从困苦走向富足。 

  【现场】赫哲艺人着鱼皮衣吹奏口弦琴 

  【同期】黑龙江省同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尤秀珍 

  （赫哲族）这个民族解放前是人口比较多的，（日军）侵占东北以后，把这个民族就归成

部落了，在那里受尽了折磨和苦难。 

  【画面】撮罗子历史画面 

  【解说】这叫“撮罗子”，是由树皮和木桩搭建成的窝棚。新中国成立前，不少赫哲人就

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很难对抗大自然的狂风雨雪。 

  【同期】黑龙江省同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尤秀珍 

  撮罗子是一个木头搭起来的，周边有大的桦树皮给它这么一围上。地窨子是地挖三尺，地

窨子里边我那时候没有衣服穿，就围个被子，窗户都是用鱼皮糊的。解放以后，共产党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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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特别特别关心。等到（上世纪）80 年代 90 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住砖房了，那时候赫

哲族的经济发展也非常快了。 

  【解说】从撮罗子、地窨子、马架子，到泥草房、砖瓦楼房、花园式洋房，几代房的变迁，

是赫哲族迈向小康的生动缩影。 

  【解说】这位长期研究族人历史的赫哲族老人，眼看着家乡一天天变好，常感念不已。 

 

  【同期】黑龙江省同江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尤秀珍 

  只有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赫哲族）这个民族才有了今天。对于我们先民来讲，我们已

经幸福了。晚辈现在过的，你们都想不到的生活，我们现在已经都过上了。 

  【解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如今，包括赫哲族在内的各族

群众千年梦圆，对未来充满期待。 

  【字幕】黑龙江省同江市 

  【解说】清晨，31 岁的尤浩正在进行起航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现场】尤浩给船员交代注意事项 

  【解说】莫日根，赫哲语为“英雄”之意。今天，这艘游船将载着各地游客，近距离观赏

黑龙江和松花江的交汇盛景。 

  【同期】黑龙江省同江市八岔乡八岔村党支部副书记 尤浩 

  现在我们村有几大产业，包括游船、鱼制品加工厂、民宿、旅游方面。我们村是 206 户、

513 人，（村民）年平均收入是 22000 余元。 

  现在是实施乡村振兴，年轻人已经看到了我们这些产业的前景，主动回到我们村里。 

  【现场】游客和尤浩互动等画面接江上日落延时 

  【解说】时值休渔季，傍晚，渔民们在江边架起篝火，游人们也加入了这场狂欢。 

  【字幕】2020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2189 元，与 1949 年相比，名义增长 600 多倍。

“十三五”期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到 4 亿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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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说】 

  这是新的起点。 

  中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一步。 

  这是新的跨越。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这是新的征程。 

  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这也是新的选择。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必将创造更

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