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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罗沙、罗争光、荣启涵、丁小溪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27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

会议全票表决通过英雄烈士保护法。惩治亵渎
英烈的行为、明确保护英烈的责任主体、强化英
烈事迹和精神宣传教育……保护英雄烈士的法
律体系日益完善，必将推动形成捍卫英烈、学习
英烈的良好社会氛围，让英烈精神融入国家血
脉和民族灵魂。

振奋人心

构建保护英烈的全方位体系

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
的历史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立法保护英雄烈士，近年来社会各界呼声
不断高涨。2017 年全国两会上，有 251 人次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一些群众来信提
出，建议通过立法加强英雄烈士保护。

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统筹领导下，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2017 年 4 月正式启动英
烈保护法立法工作。当年 12 月底举行的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英烈保护
法草案进行了初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
讨论。

会后，草案全文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法
机关还通过召开座谈会、到地方调研、与有关中
央和国家机关交换意见等方式，对草案进行修改
完善，增加了公众普遍呼吁的惩处“宣扬、美化侵
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等相关规定。因此，此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认为草案已经成熟，全票表决通过。

“这部法律对于加强英雄烈士的姓名、肖
像、名誉、荣誉的法律保护，促进全社会尊崇英
烈、扬善抑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
大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杜黎明说。

立凛然国法，弘英烈精神，扬民族正气。
随着英烈保护法正式通过，维护英雄烈士

尊严和合法权益的责任主体也予以明确：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英雄烈士保护
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
责，做好英雄烈士保护工作。

——— 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应当免费向社会开
放，供公众瞻仰、悼念英雄烈士，开展纪念教育
活动，告慰先烈英灵。

——— 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对侵害英雄烈士
合法权益和其他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向负责
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网信、公安等有关部
门举报，接到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
“这有助于构建起惩处侵害英雄烈士权益

的全方位责任体系。”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
秘书长胡钢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罗保铭表示，通过立
法保护英雄烈士，回应社会关切，既是对一些诋
毁、丑化行为的当头棒喝，更是对社会正义的极
大弘扬。“这将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英雄烈士的全
面保护，牢固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不忘先烈精

神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直面问题

向亵渎英烈行为亮剑

今年 4 月 2 日，方志敏烈士嫡孙方华清
诉徐禄飞、余香艳名誉侵权案达成诉前调解
协议并现场履行，两被告当场诚恳道歉并作
出书面致歉声明。

从“解构”“质疑”英烈事迹到身着二战日
军军服拍照传播，近年来一些肆意亵渎英雄
烈士的行为，刺痛了无数人的心。如果一个国
家的英雄人物可以被肆意毁谤，这个国家的
整体历史也将在被怀疑和扭曲中走向虚无。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
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英烈
保护法，是一部被许多法学界人士形容为“向
亵渎英烈行为亮剑”的法律。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熊文钊
表示，英烈保护法从行政、民事、刑事等方面
明确亵渎英烈行为的法律责任，同时明确惩
治像“精日”分子那样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行
为，有助于在广大民众内心形成法律预警认
知和后果认知，同时推动有关部门明确监管
职责，最终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

“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悲哀的，有了英雄不
去弘扬是愚蠢的，若再去诋毁和亵渎则是低
劣的。”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王兴东
说，涉及英烈的影视剧作要具有深厚的历史
知识，怀有敬畏之心，饱含对英烈的缅怀之
情、抒写民族英烈的精神和气节，不容调侃和
戏说。

亵渎英烈，谁可以起诉追责？值得注意的
是，英烈保护法在规定英烈近亲属可以提起
诉讼的同时，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侵害英
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
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力。（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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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新、
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 4 月 26 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干部群众
中引起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永葆母亲河生机和活力。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
开发。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
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保护的
关系，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共鸣。

习近平总书记刚刚考察过的三峡工程，近年
来在发电航运基础上加强生态调度，创造了有利
于鱼类繁殖的条件，还成功抢救了一度濒危的荷

叶铁线蕨、疏花水柏枝。“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
记提出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下一步管理
运行好三峡工程的方向，承担更多社会责任，逐
步发挥长江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骨干主力作用，
让母亲河永葆生机和活力。”三峡集团副总经理
林初学说。

“绝不容许长江生态环境在我们这一代人
手上继续恶化下去，一定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
条清洁美丽的万里长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宣示了共抓大保护的坚定决心。

“开展长江生态修复、水源地整治要有壮士
断腕的决心。”江苏省镇江市环保局局长刘正泰
说。一直以来，砂石厂码头整治始终是镇江长江
生态环境保护的“顽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让我们环境治理的思路更清晰，决心更坚
定，方向更明确。”刘正泰说。

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素有“中华水塔”
之称，近年来随着各项环境保护工作有条不紊
开展，长江源生态环境明显好转。“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
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指明了我们今后工
作的方向。我们这些住在长江源头的人有义务
和责任，保证我们的母亲河‘一江清水向东流’。”
长江源国家公园园区曲麻莱管理处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管理局局长尕塔说。 （下转 2 版）

永葆母亲河生机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武汉 4 月 27 日电(记者李忠发、孙奕)
国家主席习近平 27 日在武汉会见来华进行非正
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
馆精品文物展。

习近平欢迎莫迪到访武汉。习近平指出，过去
3 年，我同总理先生实现互访，并在多边场合多次
会面，建立了良好工作关系，形成很多重要共识，
对外传递了中印友好的积极信号，体现了中印两
大新兴经济体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强烈意愿。我
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开展伟大的合作，能够产生世
界影响。希望我同总理先生在这里的会晤能够掀
开中印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从战略上把握中印关系

大局，确保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
使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强，使之像长江
和恒河一样奔流不息，永远向前。中方愿同印方
一道，建立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带动两国
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进步。

莫迪表示，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来武汉
举行非正式会晤，这次会晤具有历史性意义。
印中保持频繁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有利于增
进相互了解，深化合作，符合我们两国和本地
区发展繁荣的共同利益。印方愿同中方为此共
同努力。

在参观精品文物展时，习近平指出，荆楚文
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

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中印都是有着璀
璨历史文化的国家，两国文化有许多相通之处，
中印两国应开展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交流，共同
致力于东方文明复兴，共同倡导尊重文明多样
性，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

莫迪表示，印中都是文明古国，印中两个文
明的历史发展非常相似，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
长。我们要增进相互理解，发挥两国智慧，携手
应对全球性问题和挑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 4 月 2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会见来华进行非正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并共同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4 月 26 日，商合杭高铁（商丘－合肥－杭州）亳
州段的箱梁架设全部完成。至此，亳州段工程转入大
面积轨道板铺设阶段。 新华社发（倪树斌摄）

4 月 26 日，素有“天空之镜”美誉的青海茶卡
盐湖景区经过 6 个月的升级改造正式开园迎客。

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开园迎客 商合杭高铁亳州段箱梁架设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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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杜尚泽 新华社记者霍小光

万古奔腾的长江，在中国版图上如一条横贯东西的轴线，出世界
屋脊，跨峻岭险滩，纳百川千湖，连结起锦绣壮美的华夏大地，孕育着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多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目光始终关注着波涛涌动的壮美长
江，思考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辩证法则，谋划着让中华民族母亲河
永葆生机活力的发展之道。2018 年 4 月，万物勃发的仲春时节，他再
次来到长江岸边。

三天两省四地，步履匆匆，风尘仆仆。24 日，习近平总书记飞抵
宜昌；25 日，自荆州沿江而下，到岳阳再至武汉；26 日，他主持召开
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

在三峡大坝极目远眺，登轮船甲板指点江山，到长江岸边实地察
看，在洞庭湖畔俯瞰浩淼烟波……人们追随着他的脚步，感悟着母亲
河的今昔之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磨难与辉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跋涉与奋斗、新时代的新理念与新气象，都在纵贯 6300 公里的
长江上留下了印记。

看长江，也是看中国；把脉长江经济带发展，也是再一次昭示，民
族复兴征程上生态文明建设举足轻重的分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
会上开宗明义：“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这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关系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凝聚共识，粮草先行

两年前的那次座谈会，总书记用“好像是泼了一盆冷水”来形容。
2016 年 1 月 5 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时，正是
沿岸一些地方快马加鞭上项目之际。从会场传出来的声音激荡广袤
大地：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
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10 个字，振聋发聩。翻开那时的长
江生态画卷，更能理解这一重要决断的缘由。彼时，从巴山蜀水到江
南水乡，生态系统警钟阵阵。人们看到，厂房污水横流、码头砂石漫
天、轮船肆意排放、水质持续恶化。航道下游“卡脖子”、中游“肠梗
阻”、上游“遇瓶颈”，河湖湿地萎缩甚至干涸……处处千疮百孔。

长江严重透支，习近平总书记痛心地形容她：“病了，病得不轻
了”。

历经几十年激流勇进的大开发、大建设，是时候改变了，也是有
能力做好这件事的时候了！总书记强调：“发展也要讲兵法，兵无常
势。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

考察路上，他多次深入阐释这一决断背后的深思熟虑，称之为
“立规矩”“下禁令”。他说，我们块头这么大，不能再走能源资源过度
消耗的老路。否则，一说大开发便一哄而上，抢码头、采砂石、开工厂、
排污水，又陷入了破坏生态再去治理的恶性循环。

绿色发展，从曾经的选择题变为此时的必答题。对于其中的辩
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阐述得十分透彻：“通过立规矩，倒逼产业转
型升级。”“好像是泼了一盆冷水，实际上是给发展树立了一个前
提，给产业树立了一个标杆。”“要设立生态这个禁区，也是为如何
发展指明路子。我们搞的开发建设必须是绿色的、可持续的。”
重庆-武汉，两次座谈会相隔 800 多个日夜。江水滚滚东逝，江岸

黄了又绿，长江的模样也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发生着可喜变化。党中
央的要求是否落地有声？时代的考卷能不能按期完成？习近平总书记
专程到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考察的几个地方，不约而同拿出了两年前的老照片。
“化工围江”难题，解得开吗？宜昌市的兴发集团新材料产业园，

灰黄色的老照片上，临江一片厂房，将长江挤压得喘不过气来。经过
搬迁拆除，如今腾出近千米岸线，岸边垂柳依依。漫步沿江码头坡道，习近平听闻宜昌推动沿江 134 家
化工企业关、转、搬，引导向高端产业发展，他赞许地说，这样做才是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才是贯彻新
发展理念。

“非法砂石”屡禁不止，刹得住吗？地处长江干流河滩的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总书记仔细端详两
幅照片。前一幅污水横流，分辨不出哪儿是砂石、哪儿是江岸。后一幅，芦苇铺绿、水清河晏、江豚腾跃。
若不是岸边一根桅杆，根本看不出是同一个地方。习近平走进江边的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
监测站，工作人员想给总书记看看保护区的麋鹿，只见一头壮硕的麋鹿悠然吃草。听说一群候鸟至今
没飞往北方，总书记笑着说，它们恋恋不舍。

自荆州港码头乘船，沿江而下。途中，湖北省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等负责同志
逐一向总书记作汇报。护岸、修滩、固坝、疏浚……地图上，有座江心洲并不起眼，它的变迁却是长江生
态修复的一个缩影：“名叫倒口窑心滩，过去是黄沙漫天、寸草不长的沙洲，现在草长莺飞，牛羊也会涉
水过去。”

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讲成绩却只有寥寥数语。他说，我这次沿途看了一下，确实很有成效。“非
法码头 959 座彻底拆除，402 座已经基本整改规范……”他对这些数据信手拈来。“共抓大保护的格局
基本确立。也并没有因为强调以大保护为前提，而使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会上，总书记和发言的 7位同志，都用了很大篇幅讲问题和差距。对自己辖区和分管领域存在的
问题，发言的代表们剖析起来丝毫不留情面。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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