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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
京 7 月 3 日电
根 据 党 中 央 安
排，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优秀党
务工作者、先进
基 层 党 组 织 代
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 0 0
周 年 座 谈 会 3
日在京召开。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员、中组部部
长 陈 希 出 席 并
讲 话 ，强 调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增 强“四 个
意 识 ”、坚 定

“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牢记初心使命，
锐意拼搏进取，
为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家、实现中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不 懈
奋斗。
　　陈希指出，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庆 祝 大 会 上
的 重 要 讲 话 统
揽伟大斗争、伟
大工程、伟大事
业 、伟 大 梦 想 ，
对 全 党 继 承 发
扬 伟 大 建 党 精
神 ，以 史 为 鉴 、
开 创 未 来 提 出
了明确要求，是
指 引 我 们 走 好
新 时 代 长 征 路
的纲领性文献。
各 级 党 组 织 和
广大党员、干部
要 深 入 学 习 领
会，切实把思想
和 行 动 统 一 到
讲话精神上来。
要 以 受 到 表 彰
的 先 进 集 体 和
个人为榜样，赓
续红色血脉、争
做 坚 定 信 仰 信
念的模范，始终
对党忠诚、争做
践 行“ 两 个 维
护 ”的 模 范 ，牢

记党的宗旨、争做联系服务群众的模范，坚持真抓实
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弘扬优良作风、争做崇德力
行的模范，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
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努力
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会上，8 位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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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沈阳 7 月 3 日电（记者孙仁斌）辽宁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近日组织赠书仪式，为部分退役军人、学校师
生、部队官兵以及党政机关职工代表赠送编撰的《致敬百
位英雄》。这本书以现场采访、口述录音为蓝本，生动翔实
地记录了百位老战士的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老战
士的战斗经历和崇高品质，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民族
英雄。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辽宁作为众多战
役的发生地，见证了无数老战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慷
慨壮歌、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经信息采集，全省健在
的老红军、老战士平均年龄 90 岁，最大的 103 岁，最小
的也已 85 岁。
　　为记录保存红色记忆，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身边
红色资源，今年以来，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挖掘红色
资源作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举措，与辽宁省委宣
传部联合开展了编撰“英雄谱”活动，对参加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的老战士进行摸底调查、建档立卡，
深入挖掘 2923 名健在立功受奖老战士英雄事迹，编印

《辽宁省健在立功受奖革命老战士名册》，并采用文字记
录、影音采集等方式，为全省立过战功的 100 位革命老
战士著书立传。
　　“编写这本‘英雄谱’，每天我们都被这些老英雄的事
迹感动着。他们每个人的亲身经历汇聚在一起，就是一部
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教科书。”《致敬百位英雄》主编关捷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辽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向全社会推广这本红色书籍，使其成为开展爱国主
义和国防教育的重要教材。

辽宁编撰“英雄谱”

致敬百位革命老兵

新华社记者王琦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日前在京举行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主题是“坚定信仰信念
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03 年，库尔班·尼亚孜用自己的所有
积蓄，创办了新疆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
语言小学并担任校长。建校十几年来，学校把
爱国主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教育全过
程，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为必修课，让
爱我中华的种子根植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
处。“我做的工作，放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
中，就像一滴水汇入大海，十分渺小，但我感
到，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是神圣光荣的！”库
尔班·尼亚孜自豪地说。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除了在雪线邮路
上做好本职工作外，我还有新的责任要履
行，那就是要继续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省甘孜县邮政分公司邮运驾驶组组长其美
多吉和他的班组承担着川藏邮路甘孜县到
德格县的邮运任务。他说，在邮路上遇到需
要帮助的人，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地方，
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每一个民
族的命运都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要共
同经营好我们团结、稳定、和谐的家园。”其
美多吉很有感悟。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县长钟海燕介
绍了打造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县的经验。她
介绍，当地在利用好生态资源，带动经济发

展的同时，还传承好红色基因，打造大型民
族歌舞剧，献礼党的百年华诞。“在党的民
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景宁各族同胞携手奋
进的生动场景正在新时代生动呈现。”
她说。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马静在座谈会上，分享
了她在抗疫斗争中救治病患的经历。讲到
动情处，她几度哽咽。
　　“广大医护人员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谱写了中华
民族一家亲、携手抗疫心连心的动人赞
歌。”马静说，通过团结抗疫，各族人民心更
近，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更强，这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伟大实践。

　　以深入细致的工作培养文化认同，守
护好民族地区的生态，帮助少数民族员工
就业……参会者纷纷发言，分享着经验。
　　座谈会上，国家民委主任陈小江对参
观团成员提出了新期待：要做积极宣传者，
宣传好党的民族政策，讲好民族团结进步
的故事；要做有力推动者，带头促进各族群
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推动各
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要做
坚定捍卫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旗帜鲜
明、态度坚决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座谈会结束后，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
参观团成员纷纷留下彼此的联系方式，相
约再见面、再交流。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讲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的故事
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共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新华社记者白瀛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联合有关部门摄制的
大型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自 6 月
20 日起在央视播出以来，获得广泛好评。观
众表示，该片用一幕幕珍贵史料、一个个感人
故事，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初
心和使命的一百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李正华说，这部文献专题片展现了中国共产
党“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雄心壮志、脚踏实地
的苦干精神、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使命，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故事吸引了观

众，让观众深深认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真理。
　　江苏省音乐家协会理事张莲说，《敢教
日月换新天》用珍贵史料和感人故事带领
观众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尤其
是片尾曲《终达所愿》大气磅礴、震撼人心，
唱出了建党初期开天辟地的信念，唱出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天换地的豪情，唱出了
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唱出了进
入新时代惊天动地的伟业。”
　　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张治

国说，这部文献专题片气势恢宏，生动细致
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和使命的一
百年，不仅让自己、也让身边的国际留学生
们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
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道理。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学专
业学生彭博说，这部文献专题片生动开展了
党史教育，让观众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的艰辛历程和惊人魄力。“作为新时代
的大学生，我们不仅要珍惜前人披荆斩棘换
来的幸福生活，更要继承和发扬他们筚路蓝
缕的精神，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努力奋斗！”
　　中国中铁建工集团雄安站项目总工程
师吴亚东说，《敢教日月换新天》展现了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各个领域取
得的巨大成就。
  “参加工作 25 年来，我先后参与了京
沪高铁站房、兰州西站等重点工程技术管
理、科技创新和创优工作，深切感受到祖国
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澎湃前进的动能。我们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创造出无愧于时
代的新的伟大业绩。”
       新华社北京 7月 3日电

百年初心使命的生动描绘
文献专题片《敢教日月换新天》获好评

新华社记者姜微、林艳兴、黄安琪

　　“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感谢您为新中国
所做的一切！”
  “谢谢你们！你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
我们享受到了！”
  连日来，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陈乔
年、赵世炎的墓地前，堆满了寄给百年前的

“跨时空来信”。
  来信长短不一，诉说炽烈情感。
　　收信人是长眠于此的陈延年、陈乔年、赵
世炎三位烈士，寄信人是今天的年轻人，他们
的落款———“来自新中国的新青年”“21 世纪

新青年”“永远爱你们的青年”“共产主义接
班人”“一个生活在你们曾经为之奋斗的美
好时代的青年”……
　　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三位烈士因为
电视剧《觉醒年代》而广为人知。
  他 们 的 墓 地 挨 在 一 起 ，平 时 鲜 花
不断。
  “七一”前后，来此缅怀者更是络绎不
绝，人们在墓前默哀、献花，并朗读写给他
们的信。
  “向日葵要送给激情、蓬勃、向上的你
们。”
  “白玫瑰是我对你们最真诚的敬意，红

玫瑰是我对你们最热烈的爱意。”
  6 月 30 日和 7 月 1 日两天，寄送至陈
延年、陈乔年、赵世炎三位烈士墓前的信
件、明信片达二三百件。
  加上此前来信，三位烈士墓前收到的
信件已近千件。
　　烈士墓前除了书信、鲜花和千纸鹤，还
有烈士生前爱吃的花生、苹果，来自延年、
乔年老家的安徽怀宁贡糕，以及百年变迁
的新闻报道等。有人还默默摆放了神舟飞
船模型。
  “感谢您在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
路。”人们纷纷告诉先烈：“今日盛世，如您

所愿！”
　　在信中，陈延年、陈乔年烈士先后在龙
华慷慨就义前留下的遗言被广为引用，告
慰声声：“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
站着死，决不跪下！”“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
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7 年 7 月 4 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
书记的陈延年在龙华牺牲，临刑前坚决不
下跪，被刽子手乱刀砍死。
  15 天后，继任江苏省委书记的赵世
炎，也在龙华英勇就义。
  1928 年 6 月 6 日，时任中共江苏省委
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在龙华牺牲，牺牲前受
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
  牺牲时，陈延年 29 岁，陈乔年 26 岁，
赵世炎 26 岁。
　　“延年，应是期盼长寿的祝愿吧。您却
在最光辉灿烂的年华早早牺牲，终究以你
青春之生命，延华夏之华年。”
  墓前这些寄往百年前的“跨时空来
信”，真挚热烈，感人肺腑。
　　“谢谢您的牺牲让我们拥有了如今的
幸福生活”；
  “安徽合肥‘延乔路’的尽头，已经通往

‘繁华大道’”；
  “前不久，我们的航天员进入了中国人
自己的空间站”；
  “今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建党
百年庆祝大会”
  ……
　　像英烈一样，把满腔热血献给这个美
好的时代，是许多人的共同心愿。
  一位写信人“亚楠同志”写道：“我要靠
近光、追随光，努力成为光，成为自己的光，
成为照亮他人的光。”
　　“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
了时空，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
中！”同济大学一名“00 后”新党员送来的
明信片这样写着。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跨时空来信”，也是对先烈最好的
安慰：
　　“因为你，我们自豪生于红旗下、长在
华夏家”；
  “或许你们从未远去，我们就是你们”；
  “我们的眼睛，即是你的眼睛”；
  “我们的生命，即是你的生命”；
  “因为 1921，所以 2021！”
       新华社上海 7月 4日电

“你们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我们享受到了”
写给龙华英烈的信

7 月 2 日，5 名少先队员冒雨来到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陈延年烈士墓前追思先烈。       新华网罗沛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