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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余孝忠、潘林青、萧海川、王阳

大雪节气，一场大雪在山东威海如期而至。刘公岛上冰雪
皑皑，六门漆黑大炮格外醒目。

甲午之败，国殇之痛，击碎了古老大国的“四千年大梦”。
方寸之地，宇宙乾坤，不足 4 平方公里的刘公岛，见证了中

华民族百余年“梦碎、梦醒”“筑梦、圆梦”的坎坷而壮伟的历程。

主将之死：“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

尽臣职”

北洋海军成立 130 周年临近之际，一套名为“中国巡洋舰
舵机设计图”的图纸，在英国纽卡斯尔市的“泰恩-威尔档案
馆”首次展出。依据这套图纸，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在 1887 年
为清朝北洋海军建成了致远舰。7 年后，致远舰在中日甲午海战
中奋勇抗击直至沉没，200 余名将士壮烈殉国。

刘公岛管委会副主任张军勇说，甲午战争从 1894 年 7月持
续至 1895 年 4月。清军海陆作战一败于朝鲜平壤，二败于黄海
大东沟，三败于旅顺，威海卫成了最后的防线。

根据史料，北洋海军严守“避战保船”命令，退守威海湾。日
军声东击西，从陆路包抄，最后海陆合围刘公岛。

战局失利、援兵无望、部队失控……面对日军劝降，北洋海
军提督丁汝昌大义凛然：决不弃报国大义，今唯一死以尽臣职。
1895 年 2月 11日深夜，丁汝昌含悲自尽。

6 天后，刘公岛陷落，残存的北洋海军战舰悉数被俘。号称
“远东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建军仅 6 年多便全军覆没。

1925 年，闻一多写下的《七子之歌·威海卫》如诉如泣：“母
亲，莫忘了我是防海的健将，我有一座刘公岛做我的盾牌。快救
我回来呀，时期已经到了。我背后葬的尽是圣人的遗骸！母亲！我
要回来，母亲！”

在刘公岛从事 13 年讲解工作的李翠翠说，丁汝昌“以报国

雄心始、以自尽殉国终”，那颗交织着英勇、屈辱、无奈、悲愤的
心，让参观者满怀感伤、唏嘘不已。风雪中，丁汝昌当年手植的
紫藤仍然凌风摇曳。在他自尽的海军公所东厢房，一副楹联高
悬：“精忠报国酬壮志，留取雄风育后人”。

历史之殇：“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

自甲午一役始也”

建造致远舰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厂，如今已踪迹难寻。唯余
一座钢铁旋转桥，一如往昔静卧在泰恩河上。当年，致远舰从
这里驶向遥远的东方古国。

北洋海军 1888年正式成军时，拥有战舰 25艘、排水量 4.3万
吨，在远东独占鳌头。但到甲午战争爆发前，未再添置一舰一炮。
曾远远落后的日本海军，却已拥有军舰 33艘、排水量 6.2万吨。
甲午海战，中日军舰短兵相接。日舰配备了 97门先进速射炮，

北洋海军却一门未有。火力的差距，令北洋海军数倍中弹于敌。
军事防御的惨败，背后是国家制度的落后、清朝政治的腐

败。甲午战争爆发十年前，为给慈禧太后筹备寿庆，北洋海军军
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当有大臣奏请停建颐和园以保军费时，
竟被慈禧斥责“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近乎同
时，明治天皇节衣缩食带头捐款，在日本形成为海军捐款热潮。

甲午战争史学者李永玲说，慈禧太后 60 岁生日当天，大
连湾被日军轻取，紫禁城却歌舞升平。甲午战败后，威海卫及
刘公岛先后在日本、清政府、英国间易手，短短几天，蒙受了一
场“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

“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败
后，清政府赔款 2 亿余两白银，相当于日本 6 年的财政总收入。

随后，欧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空前苛刻的战败条
约、空前规模的割地赔款、空前深重的民族灾难……

古老的东方大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四万万国民环顾四问：谁能挽狂澜于既倒？谁能解生民于倒
悬？谁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漫漫长夜？

复兴之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

最好的清醒剂”

苍生叩问，历史诘问。

刘公岛上，与甲午战争陈列馆同样令参观者流连驻足
的，是一座“历史选择展馆”。

“历史固然曲折但始终向前，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
产党与社会主义道路。”胶东(威海)党性教育基地顾问姚鸿
健说。

一个历史的选择，一段选择的历史———
刘公岛西南方向 100 余公里的马石山上，1942 年，10

名八路军战士主动放弃突围机会，几进几出包围圈，最终
以生命代价救出了 1000 余名陷入日军重围的乡亲；同样
在马石山下，胶东育儿所里，300 多名乳娘共抚育了党政
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 1000 多名，生死关头甚至舍弃了
亲生骨肉。

据历史选择展馆展陈资料，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党员约
300万，而此前牺牲的党员烈士中有名可查的就达 370万，大
多数共产党人没有等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天；在解放战争三
大战役中，人民群众出动民工 880 余万人次，大小车辆 141万
辆，担架 36万余副，“用小推车推出了胜利”。

共产党用生命选择了“为人民”，人民用生命选择了“跟党
走”。历经近百年不懈奋斗，屡遭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资深讲解员丛中笑
说，刘公岛常年游客人次达一百五六十万，“以前只知道这
是个道理，如今更知道这是个真理”成为许多游客离岛时的
感悟。

在北洋海军公所旧址东南角，中日民间友好人士共同竖
立了“和平柱”，四面分别用中英日俄四国文字，书写着“我们
祝愿世界人类的和平”的意愿。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刘公岛管委会主任刘震说，“四万
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那段国耻不容忘却。怎样不
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要思考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些
什么？

殇思厅，甲午战争陈列馆中最后一个展厅。一个巨大的问
号、一行“历史在这里沉思”大字、一座古朴沉重的警钟，静穆
无言，却胜千言……

新华社济南 12 月 13 日电

刘 公 岛 的 见 证
甲午之败，击碎了古老大国的“四千年大梦”

方寸之地，见证百余年“梦碎梦醒”“筑梦圆梦”

据新华社上海 12 月 13 日电
(记者杨金志、兰天鸣、郭敬丹)从
“支部建在楼上”到“党委建在楼
上”，从“楼宇党建”到“园区党建”
“商圈党建”，从传统行业党建到
新兴行业党建……在上海，新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基层党建，
随着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一起“脉
动”，生动活泼、生机勃勃。

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
来越多样化，在“两新”组织就业
的党员越来越多。新形势下，基层
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
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
层党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
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
找到家。

楼宇党建：越擦越

亮的金字招牌

“支部建在楼上”，这是上海
“两新”组织党建的金字招牌。多
年来，这块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不
断与时俱进。

楼宇是“竖起来的社区”，楼宇
企业党员具有流动性大、分布散
的特点，需要适合楼宇、适合员工
的党建新抓手。位于上海陆家嘴
的上海中心大厦是“中华第一高
楼”，在大厦 22 楼的“陆家嘴金融
城党建服务中心”，每天有大量企
业党员和积极分子“常回家看看”，
这里成为许多白领的精神家园。

记者看到，电子大屏幕上，楼
宇里每个党员的信息一目了然；
“红色会客厅”为白领提供了沟通
交流的空间；图书角、健身区等，让
白领们工作之余也能放松娱乐。寸
土寸金的大楼里，举办党建活动的
信息一发布，入场券就被“秒杀”。

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
合党委书记薛英平认为，从“支部建
在楼上”，到“突出党组织服务”，再
到当前围绕体制、机制等进行探
索，核心要义始终是引导企业党员跟着党走，增强政治意识、体
现政治担当，发挥党员作用。

截至去年底，静安区商务楼宇里的“两新”组织党组织达
521 个，党员 7000多人，185栋楼宇实现党组织全覆盖，涌现
出了玫琳凯、毕马威等一批优秀的外企党组织。如今，上海近
2000 个重点商务楼宇、270 个区级以上园区、120 个重要商
圈、155个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等已实现党组织全覆盖。

小微企业党建：“洗剪吹”担当大公益

“两新”组织党建，并不能与高楼大厦、白领员工画等号。
大量广泛分布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开展党建工作的
难度更大。对于这种情况，上海有的放矢，通过编织“党建联
建”“联席会”等各种纽带，让中小经济体党建工作发光出彩。

静安区临汾路街道有很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建设的居民
小区，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 39%。辖区内有 800 余
家非公经济组织，绝大多数是个体企业。

9 年前，街道党建服务中心尝试对接居民和行业需
求，探索行业联席会制度，党建引领组建了美发联席会，如
今已有 18家会员单位，义务为社区居民服务。通过举办美
发节、分发免费理发券等形式，美发联席会的理发师们将
“洗剪吹”微公益带进社区、福利院、护理院等。

新兴行业党建：为健康发展领航

上海是互联网、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企业的
聚集地。党建，不能“缺席”这样的新兴领域和活跃地带。

杨浦区五角场，高校、产业园区、孵化基地众多，是个新
兴产业和年轻人扎堆的地方。“新兴领域的党建工作，更需
要捏紧拳头来做，需要契合行业和员工特点来做。”杨浦区
社工委副书记薛春笑说。

哔哩哔哩，年轻人称为“B 站”，是国内极具人气的年轻
人文化社区，B 站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90 后”。就在去年，
哔哩哔哩党支部举行了成立大会，30 名党员代表面对党旗
重温入党誓词。

“能否以 B 站擅长的直播、弹幕形式来凝聚青年？”一个
以 B 站直播为主要形式的党建项目———“大家微讲堂·社
区政工师”应运而生。区域内 10 所高校的 12位人文大家受
邀来到社区担任“社区政工师”，并在 B 站直播平台上开设
“网红”思政课，现场预约报名人数超过 8000人，直播达到
133万点击量，弹幕互动超过 15万条。

2017 年以来，杨浦区知名互联网企业已新建独立支部
13家，联合支部总数达到 7家，覆盖企业 170 余家；17 名互
联网企业代表人士经考察推荐在各级人大、政协及人民团体
中任职，53人担任五角场街道社区代表和社区委员会委员。

“通过发挥新兴行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可以引导党
组织和党员在企业转型、维护网络良好生态等方面贡献力
量，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薛春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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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电(记者刘邓、吴茂辉）30 岁那年，从海南省琼
山强制隔离戒毒所里出来后，卓祥辉的人生终于走向了正轨。此
前他已经在万宁、三亚、海口的戒毒所“九进九出”，用他自己的
话说就是“被毒品偷走了十二年”。

这一次的成功，归功于他痛改前非的创业历程，基础则在
于他第十次在戒毒所内接受的创业教育和习艺劳动。如今，卓
祥辉已经是万宁市一家年产值近千万元的槟榔加工厂老板。

“吸毒仔又回来了！”每当想起街头巷尾的人们这样揶揄自
己，卓祥辉仍然感激自己当初和毒品一刀两断的决心。“那个时
候，村里少一只鸡，都会怀疑是不是我偷的，我决定干事创业！”

万事开头难，卓祥辉知道自己有吸毒史，很难在当地找到什
么工作，只能跟着父亲做些收购槟榔、益智、胡椒的小生意。在每
天起早贪黑走街串巷忙碌的过程中，卓祥辉一直琢磨着如何从
这些小生意里寻找创业空间。

“我没读过大学，却从戒毒所里毕了业。所里教我们怎么选
择项目、怎么核算成本、怎么小额贷款，我很受启发。” 卓祥辉
说，“我要把毒品偷走的时光抢回来。”

在敏锐发现槟榔价格上涨的趋势后，卓祥辉把目光锁定在

槟榔加工产业上，排除万难建起一座槟榔加工厂。短短几年，
他不仅在家里盖了新楼房，还为患癌症早期的父亲治好了病。

因为有着共同的经历与感受，卓祥辉的槟榔加工厂如今
不仅是周边数十贫困户的“饭碗”，更成为 30多名戒毒康复人
员的“共济之舟”。

为帮助戒毒人员更好地回归社会，当地政府和海南省司
法行政戒毒系统正积极支持像卓祥辉这样的创业带头人打造
“康复教育就业转化基地”。今年卓祥辉的槟榔加工厂获得万
宁市政府担保的 460万元贴息银行贷款，司法行政戒毒系统
则提供人力和技能培训支持。

2016 年海南开展禁毒三年大会战以来，各司法行政戒毒
所通过开展全员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戒毒康复人员顺利回归
社会就业创业。

“依托职业培训机构和中职学校，对全省 9212 名戒毒人
员开展空调制冷、电工、家政、面点等 14 个项目技能培训，获
证率超 95%。”海南省戒毒管理局戒毒管理处处长伍建华说。

和卓祥辉一样，不少“毕业生”有了新的人生：陈天涯从府城
强制隔离戒毒所带出来一本电工证，成为海口一家商务酒店的

电工；曾其明在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学会中式面点制作，后来在
乐东县利国镇经营一家早餐店；冯淘淘(化名)在戒毒所内接受
了家政培训，学习老人、小孩护理技术，与爱心企业海南旺兴达
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意向协议书……

为克服短期技能教育的不足，今年 9月，海南各司法行政
戒毒所还与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联合开设“金不换”职教中专
班。经考核筛选，该校向 257 名戒毒人员发放了录取通知书，
学制 3 年并编入国家在编学籍，其中 194人参加电子商务专
业学习，63人参加烹饪专业学习。

帮助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创业成为海南当前减少复吸率的
有效举措，但生理脱毒易，心理戒毒难。为给戒毒人员长期融
入社会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海南加大对毒品流入岛内
渠道的严防严堵。如今各类毒品大幅减少，毒品价格大幅上
涨，特别是冰毒、氯胺酮等合成毒品价格上涨了 5 倍。

“以前毒品非常容易弄到，一个村都有几个人在卖毒品，
买冰毒像买槟榔一样。现在‘一克难求’，很多戒毒康复人员流
汗挣的钱也舍不得买毒品吃。”琼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管理
科科长吉晓说。

“要把毒品偷走的时光抢回来”
海南戒毒康复人员回归社会记

新华社长沙 12 月 13 日电(记者白田田)湖南长沙，中建三
局的项目工地上，呼呼的寒风裹着搅拌车和塔吊的轰鸣声。30
岁的爬架工温健将妻子王英的手握过来，合在自己的掌心捂热。
结婚 5 年多了，温健第一次见到妻子穿上洁白婚纱，这是她梦寐
以求的时刻。

在他们对面，摄影师罗娴端着相机，尽力捕捉每一个“动人
瞬间”。12月 6日至 15日，罗娴发起的公益摄影项目《农民工婚
纱照》在长沙启动，她将为 60对像温健和王英这样的农民工夫
妻免费拍摄婚纱照以及工装照。

身为湖南人的罗娴，2017 年从国外回来创业后，一直在寻
找和这片土地有更多连接的艺术摄影题材。由于家里装修时和
建筑工人打交道，她得知很多农民工夫妻从来没有拍过婚纱照，
决定将镜头对准这个群体。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热心人士的响应，一家广东企业赞助
礼服，湖南的两位造型师义务帮忙。建筑企业中建三局在短短一
周时间里，从长沙、株洲等地的项目工地征集了 60对有意愿拍
婚纱照的农民工夫妻，并提供了场地、人员等支持。

摄影棚临时搭建在工地的项目部旁边，脚手架当梁作柱，外
面蒙上彩条布遮光挡风，几台取暖器驱散些许寒意——— 一切都是
那么因陋就简。但拍摄没有丝毫马虎：背景是在深圳大芬村定制、
7 天时间绘成的油画布，灯光的角度、位置精确到厘米级……

婚纱照是人生的一张“切片”。在拍照之前，罗娴会先和拍摄
对象坐下来聊工作、聊感情、聊生活，营造轻松的氛围。不同于流
水线、标准化的商业婚纱摄影，艺术摄影师总是希望在照片中展
现每个人的独特故事。

63岁的吕友道是一位项目经理，从 20多岁开始做建筑工。老
伴张大芬跟着他在工地上做杂工，儿子也成了新一代建筑工人。吕
友道说，他和老伴相识 40多年，结婚 38 年，没做过什么太浪漫的
事，这次下决心走进摄影棚，“不然这辈子都不会去拍婚纱照了”。

面对镜头，这位习惯措辞用“可以”“还行”的男人，对着老伴
说出了平生最“肉麻”的话：“风也过，雨也过，感谢你这一辈子跟
着我。”说完，两人轻轻相拥。“这是一辈子的缘分，我不后悔。”张
大芬笃定地说。

当心扉敞开，类似这样温情的一幕不断发生。其中，有一个

故事让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丈夫是砌筑工，妻子患有小儿
麻痹症，自幼双腿瘫痪。两人通过网络相识，不顾世俗的偏见，
执意走到了一起。当丈夫抱起身穿婚纱的妻子那一刻，妻子幸
福地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在他们身上，不只看到劳动的艰辛，更有爱和美好。”罗娴
说，她希望通过公益摄影项目，借助艺术的形式，让更多人关注
农民工群体。据了解，近年来很多工地专门安排了夫妻房、亲情
空间、图书室、流动影院等，让农民工更加体面地工作。

工地上的浪漫：60 对农民工夫妻拍摄婚纱照

▲ 12 月 11 日，福州市晋安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
室干部与该区市场监管局、税务局干部在晋安区的寿山石交
易中心一商家查看寿山石销售情况，了解是否存在公款违规
购买、利用名贵特产谋私利等问题。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摄影师罗娴为农民工夫妻拍摄婚纱照(12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白田田摄

▲威海刘公岛甲午战争陈列馆前的丁汝昌雕塑
(12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郭绪雷摄

晋安开展“利用名贵特产谋私利”专项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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