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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要 闻
新华社北

京 8 月 1 日电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部分中
央指导组工作
座谈会 1 日在
京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
员、中央“不
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常
务副组长陈希
主持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不忘初
心 、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中
央政治局第十
五 次集体 学
习、中央和国
家机关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
内蒙古考察、
听取中央第三
轮巡视综合情
况汇报、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的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于
深入推进主题
教育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
以饱满的精神
状态、顽强的
工作作风，扎
实做好督促指
导工作，确保
主题教育善始
善终、善作善
成。

陈 希 指
出 ， 要 围 绕
增 强抓好 整
改 落实的 责
任 感 紧 迫 感
严 督实导 ，
提 高抓好 整
改 落实、 解
决 突 出 问 题
的 政 治 自
觉 、 思 想自
觉 和 行 动自
觉 。 要 围 绕
贯 彻 落实习
近 平总书记
重 要 指示批

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严督实导，自觉对标对表，
逐一整改到位，形成常态长效。要围绕抓紧抓实八个
方面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督实导，进一步细化任务、
精准发力、把准政策、加强统筹。要围绕解决班子和
个人查摆的突出问题严督实导，集中把脉会诊，突出
重点整改，坚持领导带头。要围绕改进方式方法、确
保整改落实效果严督实导，传导压力，严格把关，务
实指导，不断提高督促指导工作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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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会见张富清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宣传张富清
先进事迹，发挥“时代楷模”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弘扬革命精
神、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
中九死一生，多次荣立战功，被授予“战斗英雄”“人民功

臣”等荣誉。 1955 年从部队退役后，他转业到湖北省来凤县
工作，坚守初心，深藏功名，扎根偏远山区无私奉献。今年 4
月和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重要指示，褒扬他用自己的
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楷
模。

黄坤明在会见时说，张富清同志的崇高精神是对共产党人
初心使命的生动践行，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生动写照。要结

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大力弘扬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的鲜明政治品格，担
当使命、恪尽职守的高尚价值追求，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
崇高精神境界，激励人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在新长征路
上创造新业绩新作为。

张富清先进事迹报告会 7 月 31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来自首都各界的 700 多名干部群众参加。

黄坤明会见张富清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时强调

积 极 弘 扬 革 命 精 神 、奉 献 精 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新华社成都 8 月 1 日电(记者高健钧、康锦谦)作为“壮
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的配合
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在四川泸定县开展文化文艺
慰问活动，受到基层干部群众欢迎。

节目主持人、观众喜爱的歌手、影视演员以及文艺创作工
作者以小分队慰问演出的形式，深入纪念馆、战役旧址、图书

馆、纪念碑、红色实景剧场、社区乡村等地，与当地的党员、干部、
群众共同感受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领悟长征精神，讲好中国
故事。

在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慰问团与优秀讲解员互动交
流。在泸定桥边，慰问团同夺桥勇士刘金山的后代刘东升、李友
林后代李理座谈交流。在市民广场的中心，慰问团和泸定县的人

民群众一起完成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与大家一起演唱
《七律·长征》，坚定有力的歌声鼓舞人心、激人奋进。

参加本次慰问的演员、歌手、主持人表示，再走长征
路，追随革命前辈的足迹，更能感受到长征精神的深刻
内涵，也更能把握住长征精神的时代意义，从而汲取无
穷的力量，化为工作中的动力。

十三根铁链的光荣与梦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泸定开展文化慰问

“走到夹金山，伸手能摸天。”
“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
红军长征胜利 80 多年后，这些谚语仍在流传。横断山

脉雪山草地上，红军的足迹依然清晰。那深深的脚印，从江
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一路汇聚，谱写出了红军长征史
上波澜壮阔的篇章。这些足迹及其最终方向，更体现出信仰
的力量。

“雪山低头迎远客”

7 月底的夹金山，云雾缭绕，山腰森林茂密，山顶草
甸翠绿。它横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
山。

山脊的一些拐弯之处，至今还有些“望杆”的石堆地基。
今年 70 岁的小金县达维镇夹金村村民李贵良说，“望杆”就
是路标，是一根 5 米左右高的竹竿或树干。过去，人们翻山
必须沿着“望杆”走，否则易陷入山坳形成的“雪塘”之中。人
马进入“雪塘”，立即被大雪覆盖，必死无疑。

如今翻越夹金山，可沿盘山公路行进。“望杆”早已不
在，只留下残旧的石堆，让后人读懂 80 多年前红军翻越夹
金山的艰辛。

“九坳十三坡，鬼儿子把脚拖。” 80 多岁的夹金山村
村民李连云告诉记者，这句当地俗语是说，在没公路时，人
们从宝兴县翻越夹金山，必然过九道山坳、十三个大陡坡。
一不小心，就会掉入山崖，粉身碎骨。

事实上，红军在四川翻越了多座大雪山。夹金山、梦笔
山、虹桥山、巴郎山、亚克夏山、打古山……海拔均在
4000 米以上。

空气稀薄缺氧、冰雪似刀割……这些都没能阻挠红军大
部队前进。他们迈着坚毅的步伐，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

一座座大雪山，被红军将士抛在了身后。

“草毯泥毡扎营盘”

对于长征中的红军来说，翻过大雪山，并不意味着艰
苦的行军已结束。迎接他们的，是更难逾越的茫茫大草
地。

1935 年 8 月，红军开始踏上征服草地的艰难历程。在阿
坝州，红军当年走过的松潘大草地包括如今的松潘县、红原
县、若尔盖县等地。

在若尔盖县，记者找到一位红军的后代——— 供产。供产
的父亲谢金钟在包座战役中负伤，晕死在战场上。等他醒来，
红军已离开。谢金钟便以木匠身份为掩护，在若尔盖县求吉
乡周边活动。此后，谢金钟在求吉乡成家立业，给儿子取名供
产。

“我的名字带有共产主义的含义，我现在才知道父亲当
时的初心。”供产说，父亲在世时，每逢清明节，总是在碗里放
些面块，旁边还放着一把木工弯尺，进行祭奠。供产长大才知
道，父亲在祭奠两个人：一个是陷进沼泽地的年轻小战士，他
是跟父亲一起在南充加入红军的小老乡；一个是父亲的木工
师傅。

供产还清晰地记得，父亲讲过红军队伍里有很多南方人，
从来没见过雪山草地。在草地行军途中，跟谢金钟一起参军的
小战士不幸陷入沼泽之中牺牲。

这个小战士在草地上的遭遇，不是个案。《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亲历记》中，莫休在《从毛儿盖到班佑》一文中这样记
述：土质是例外松软，一插足陷半尺深，有时简直是无底的泥
潭，人马一陷下，愈挣扎愈往下沉，没有别人的拖拽，永也莫
想爬出来。

茫茫大草地，并没有让红军前进的步伐停下来。他们互相
搀扶，步履坚定地朝着北方前进。

“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爬
雪山过草地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唱。

极端恶劣环境下，人若无坚定信念难以负重前行。
广大红军将士能够克服、战胜过雪山草地的困难，首

要的就是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顽强的革命意志。这是
走出死亡世界的强大精神原动力。

过草地时，部队规定，每人带的那袋粮食属于集体
的，没有命令谁也无权动用一粒。对于这项规定，战士们
都模范遵守。有的同志饿得昏倒过去，也不肯动用自己所
背的那袋粮食。

松潘县史志办主任车华强说，即使在那样艰难的环境
下，红军将士也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阶级友
爱和革命情谊。这是红军走出雪山草地的又一重要原因。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红军战胜困难的
力量源泉。在小金县扶边乡粮台村，红军标语依然清晰地
刻在石碑上、写在墙上，如“穷苦青年参加青年团”“彻
底粉碎川陕会剿”等。

红军长征途经粮台村时，为穷苦村民分田分地，并成立苏
维埃政府。粮台村村民马林发的奶奶是当地苏维埃政府委员，
马林发说，他的伯伯马康林，当年只有 16岁，也参加了红军。

“听奶奶讲，我们这个村里，当时参加红军的有十几个
人。”马林发说。

小金县委党校副校长刘旭初告诉记者，红军长征时，
沿途都有不少村民加入。他们一步步地从“打土豪分田
地”的愿望，逐渐升华为面向全国、全民族的崇高理想，
构筑起红军战士那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

(记者丁玫 、周相吉 、高健钧)
新华社成都 8 月 1 日电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红军过雪山草地启示

新华社北京 8 月 1 日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2
周年之际， 8 月 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
道(CCTV-7 国防军事)正式开播。

全新推出的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是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举措，也
是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宣传报道的创新实
践。据中央广电总台负责人介绍，频道每天 6 时到
24 时播出，通过 26 档不同类型的节目，将新闻、纪
录片、文化综艺、电视剧等节目融为一体。其中，《国
防军事早报》《正午国防军事》《军事报道》三档新闻
栏目将以及时全面的新闻资讯构成频道的基本框
架；在季播特别节目《学习强军》中，军事院校的专家
将通过丰富的实例向观众深入阐释习近平强军思
想；《军武零距离》栏目将以记者“零距离”探访我国
重点武器装备、探秘国防工业领域前沿技术、体验军
营生活为主要内容，展现新时代我国国防力量发展
成果；历史考据型军事纪录片《军事影像志》、电视杂
志类节目《国防科工》、退役军人情感类节目《老兵，
你好》、国防微视频《军歌嘹亮》等新栏目也将集中与
观众见面。频道还将积极打造新媒体产品，为年轻受
众带来全新的视听体验。

全新的央视农业农村频道(CCTV-17 农业农村)也
于 8 月 1 日试验播出。

中 央 广 播 电 视 总 台

央视国防军事频道开播

新华社武汉 8 月 1 日电(记者俞俭、李伟)我国现代
电化学重要奠基人之一、武汉大学教授查全性院士 1 日
在武汉逝世，享年 95 岁。

据武汉大学査全性院士治丧委员会介绍，查
全性长期担任物理化学及电极过程动力学课程的
讲授，根据他多年教学经验编著的《电极过程动
力学导论》被公认为是我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的
学术著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查全性主导下的
武大电化学团队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电化学
优秀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查全性积极建言献策，为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7 年恢复
高考，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为纪念并感恩这一历史性
建议， 2017 年恢复高考 40 周年之际，武汉大学设立了
“查全性教授 1977 奖教金”。

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逝世

一副对联传诵红军名称的由来

“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暗沉沉埋赤子；克服
黄安县，试看丹霄紫气，苍生挤挤拥红军。”

这副挂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
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的对联，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对联巧
妙地镶嵌了 10 个表示颜色的词语，唯独用红色象征人民
革命部队。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次喊出“红
军”的称号。此联一出，很快在当地引起反响和传诵。“红
军”的名称也由此传开。

凝望这副气势恢宏、深情饱满的对联，湖北红安革命纪
念地管理中心主任陈敦学向记者讲述了一段发生在这里的沉
痛历史。

1927 年 11 月 13 日，共产党人潘忠汝、吴光浩、戴克
敏、曹学楷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农民举行起义。起义
军称“农民自卫军”。当晚 10 点，农民自卫军向黄安县城
进发，成千上万的群众手持鸟铳、鱼叉等原始武器纷纷加入
起义行列。 14 日凌晨 2 点起义开始，经过浴血战斗，农民
自卫军消灭敌人近 200 人，攻克了黄安县城，摧毁了伪县政
府，生擒了伪县长。

18 日，黄安县农民政府宣布成立，新生的黄安县城披
上节日的盛装。当地一位名叫吴兰阶的教书先生情不自禁地
挥毫疾书，写下这副对联，贴在县衙的大门上。

此副对联表达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广大民众获得解放
的喜悦。人民群众便开始把农民自卫军称为“红军”。1928 年
后，各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武装先后改称为“红军”。

由于“红军”的广泛传播，黄安县后来也改名为红安
县，成为共和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

黄冈市党史办主任颜宏启介绍，1931 年 12 月，鄂豫
皖中央分局将黄安县改名为“红安县”。1932 年 10 月，国民
政府又恢复“黄安”。新中国成立后，1952 年 9 月，湖北省人
民政府再次将黄安改为红安。

就是在红安这片红色土地上，也走出了一支长征部队。

颜宏启说：“提到长征，人们往往会想到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其实，除此之外，徐海东等人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还曾进行
过一次‘小长征’。”

颜宏启介绍，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到 1933 年秋，
红二十五军人数大量减少；根据地也大大缩小，并被分割成
几小块，而且，因为没有电台，便逐渐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
系。在请示中央后，鄂豫皖省委研究决定，率红二十五军主
力突围西进至豫陕边界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于是，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后的一个月，红二十五军于
1934 年 11 月 16 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
西开始了长征。出发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
先遣队”，留下一个团及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最后出发的红二十五军却最先抵达陕北，总计行军
约 9000 华里，历时 10 个月。”颜宏启说，红二十五军到达
陕北后与陕北红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并胜利地进行了
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接着又先后打胜了劳山
战役和榆林桥战役。这两个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陕
甘根据地，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准备
了一个坚固的落脚点，对长征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黄冈
市委常委、红安县委书记余学武说，讲红安之“红”，不仅要
讲 223 位从红安走出去的开国将领，更不能忘记的是牺牲
了的 14 万红安优秀儿女，而其中留下姓名的仅 2 万余人。

陈敦学介绍，从 1923 年建立党组织开始，直到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的 27 年间，红安县党的组织不散，武装斗争不断，
革命红旗不倒。数十万子弟前赴后继投身革命， 14 万红安儿
女英勇献身，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记者宋振远、徐海波、孙少龙)
新华社武汉 8 月 1 日电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 8 月 1 日，参观者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县黄麻起
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拍摄第一次喊出“红
军”称号的对联。 新华社记者程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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