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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 7 月 12 日电(记者齐健、李惊亚、李黔渝)从
1934 年 10 月 16 日从于都河集结出发，至 1935 年 2 月 18 日
在古蔺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河，中央红军长征走过了 4 个
月。

通过卫星地图查阅，从于都到赤水的高速公路行车距离
为 1414公里。但是红军战斗部队翻山涉水、来回穿插，所走路
程远超此数。

根据董必武所著《二万五千里》中对红军第一军团行军日
程里程的记录，并按斯诺统计红军每天平均行军 71 华里，大致
推算出，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到渡过赤水，一共走了约 9000 华
里。

这一段路程，在红军长征史上最惊心动魄，遭遇了敌军最
强大的围追阻截，付出了出发以来最壮烈的牺牲，遭受着严重

的错误路线
危害。但正
是 在 这 一
程，红军实
现了第一次
伟大转折，
在思想组织

上拨乱反正，转兵踏上新征程。
今天记者再走这段长征路，仍感异常艰难。一路，战场遗迹，

战壕、掩体及指挥所、野战医院残垣历历在目。长征出发以来，红
军平均每天都有战斗。在突破湘江第四道封锁线时，爆发了长征
以来最壮烈的战斗，数万红军的鲜血流淌湘江。

面对难以想象的远征之难，红军仍然突出重围，至四渡赤
水时，这支队伍已经获得了新的生命，恢复了机动灵活，从被
动转入主动。红军踏上新征程，开辟新局面。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陈树湘“断肠明志”，易荡平
饮弹自尽不做俘虏……一个个红军将士，以鲜血和生命实践
信仰和誓言。一位跟随红军行军 560 天的英国传教士写道：
“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
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有的。”

在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把战场指挥所设
在离激战渡口仅几百米之处；遵义战役中，红三军团参谋长邓
萍亲自到一线侦察，被击中牺牲；攻打青石寨山时，红五军团
军团长董振堂端枪冲在最前面，身先士卒；在贵州困牛山，
100 多名红军战士战至最后集体跳崖……正是因为这种不怕
牺牲、战斗到底的精神，使红军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任何敌
人所压倒。

长征途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高
度的政治担当，与错误路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尤其湘江战役
之后，围绕“方向”的争论更为激烈。由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
会议，直到遵义会议，经过反复斗争，实事求是的路线取得了胜
利，红军和革命赢来了伟大转折。

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同生死共患难的故事写满长
征路，令寻访记者感动。驻营湖南汝城时，3 名女红军把自己
的一条被子剪去一半，送给穷困农户；红军纪律严明，再饿再
累，对群众秋毫不犯；渡河借了百姓门板，细心编上号，送还时
丝毫不差……群众信任和支持红军，自发为他们带路、送粮、
架桥。在湖南宜章，因为救护红军伤员，1000 多群众被敌人杀
害。

……
这一切，诠释着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利。
酷暑时节，记者寻访至赤水河茅台渡口旁，激动地望着滔

滔而去的碧色水流。当年，就是在这里，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四
川，踏上新的征程。

“或许他们也曾回望过、思考过为什么要出发，因而更加
坚定自信地走了下去吧。”当地一位研究红军长征史的老学
者对记者说。

从于都河到赤水河，“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红军如何突破长征路上最强大围追阻截

新华社贵阳 7 月 12 日电(记者李惊亚、张瑞杰、黄可欣)
贵州北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苟坝会议陈列馆内，有
一尊毛泽东身披外套、提着马灯疾步行走的雕塑，还原的是苟
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夜半赶往周恩来住处共商大事的情景。

小小马灯，在漫漫长征途中，照亮着前进的道路。

马灯：闪亮长征路

一位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老人，脸庞消瘦，颧骨高隆，胡
须垂胸，黑夜中提着马灯，拄着手杖，大步前行……长征途中
林伯渠的形象，生动再现于黄镇《夜行军中的老英雄》这幅绘
画中。

作为“长征四老”之一的林伯渠，长征夜行中，总是一手提
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或前或后地照顾着
同志。黄镇说：“林伯渠的马灯，一直在长征路上闪亮。”

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在险隘难行的路上，林老举灯照
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还交代后面的同志要注意险路；每次
遇到溪流沼泽，他都用那根棍子，走在前面探路，引导大家安
全地通过……

记者再走长征路，在纪念馆、展览馆、会议旧址等地都能
看到灰黑色的小马灯。马灯灯芯已经干枯，但是它们照亮过
历史的夜空、非凡的征程，引领着人们向着远方、向着胜利前
行。

灯光：温暖百姓心

江西境内的于都河。85 年前，中央红军 8 万多人在北岸
集结，渡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条河。

当时，为了便于在漆黑的夜晚搭建浮桥，渔民建议在每条
渔船上挂一个马灯，当马灯连成一条线，浮桥也架成了。这条
用马灯点亮的浮桥，凝结了百姓的智慧、对红军深厚的感情。

红军一盏马灯的故事，流传在湖南通道侗寨。当地侗族老
人杨正益的父亲杨再能曾经为红军指路。杨正益回忆：父亲送
红军到了牙屯堡后，告诉红军通往贵州的道路，准备回寨。当
时正值冬季，晚上没有月光，路上什么都看不到，红军回赠父
亲一盏马灯照明，让他平安回家。

这盏马灯，成为杨家传家宝。杨再能去世时，把马灯传给
了儿子杨正益，并要求他将来入伍当兵，做红军传人……

小小马灯，铭刻着红军与广大群众的鱼水深情；微弱的灯

光，温暖着广大百姓心田，点亮人民群众革命必胜的信念。

举灯：见证大时刻

在“通道转兵”会议旧址的恭城书院，一盏马灯摆在桌子
中间，格外显眼。那盏马灯，见证了毛泽东西进贵州的主张得
到多数同志赞同，从危机中挽救 3 万多中央红军的场景；

黎平会议纪念馆里的那盏马灯，见证了中共中央在长征
中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的历史时刻，会议通过了《中央政

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
针……

小小马灯，在一个个历史的重大时刻划破黑夜，和广大红
军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光明。

在苟坝村，有个“红军马灯馆”，陈列着红军使用过的各式
各样的马灯，向访客讲述红军的不凡事迹。

“马灯，照亮长征的路！不能忘却这一盏马灯！它照亮了漫
漫长夜，指引了曲折的道路，见证了中国革命伟大诗篇的诞
生。”展馆前言这样写道。

这一盏盏马灯，照亮了漫漫长征路

▲这是在苟坝会议陈列馆拍摄的毛泽东身披外套、提着马灯疾步行走的雕塑（7 月 5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日前，针对一起教师用课本抽
打逃课学生的事件，山东五莲县教
体局在学校处理意见的基础上，对
涉事教师追加扣发奖励绩效工资、
纳入当地信用评价系统“黑名单”

等多项处理。恰逢《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
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
“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
戒权”，这一事件引起公众关注。

惩戒到底是不是学校教育的题
中之义？答案是肯定的。

现如今，为什么许多老师面对
不听话的学生却“不会管、不敢
管、不愿管”，甚至干脆在心里就
把传承了几千年的戒尺置诸一边？
复杂的原因中至少包括这一条，那
就是个别教师滥用教育惩戒权、体
罚学生，屡屡引发家校矛盾、师生
对立。然而，事实证明，教师一旦
扔掉戒尺，对学生来说，贻害远大
于收益。

学生违规，当然要管；屡教不
改，必须惩戒。“制定实施细则，
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就是要把戒
尺还给老师。递到老师手上的这把
戒尺既要有温度，也要有刻度。

戒尺上的温度来自于爱。爱是
教育的起点，教育惩戒权就是“因
爱赋权”，以爱学生为出发点。学
校、教师和家长理应在爱孩子这一
共同出发点上达成共识——— 必要的
惩戒是为了让孩子成长得更好。

戒尺上也要有明确的刻度。要
让老师能够掌握它的限度和力度。什么时候该动用教育
惩戒权，它的边界在哪里，力度有多大，这些不妨在实
施细则中规定得细一些、再细一些，让教师管教有据惩
戒有度。

拿起来首先感受到它的温度、用起来能明确掌握它
的刻度，这样的一把戒尺恐怕才是家长和老师心目中最
好的那把。 （记者萧海川）

新华社济南 7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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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记者叶
昊鸣)记者 12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
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的 4个工作组正在
湖南、江西、广西、贵州等地抗洪一线开展
抗洪抢险救灾工作。湖南省湘江株洲市渌
口区南洲镇将军村段堤防发生决口后，即
增派 1个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湖南、江西、广
西、贵州等地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部
分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据了解，赴湖
南的 2 个工作组在株洲市渌口区南洲镇
将军村湘江河堤溃口和衡阳市衡东县霞
流镇河堤决口现场，协助指导抢险救援
工作；在抢险一线召开调度会，针对确保
群众和铁路干线防洪安全提出具体要
求，在集中安置点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赴江西工作组在新余市、宜春市、鹰
潭市查看工程险点、防洪设施、山洪地质
灾害隐患点和高水位河段巡查防守情
况，徒步查看抚州市临川区、金溪县抗洪
一线村镇内涝、农田受淹、村民转移安置
情况。工作组要求继续加强高水位堤防
巡查防守、强化救灾救助、做好下一轮强
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赴广西工作组深入柳州市、梧州市
了解人员伤亡、群众安置、房屋倒损和道
路等基础设施受损情况，实地查看城市
防洪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治理和避险
处置情况以及柳江洪峰过境防守情况；
在梧州市深入苍梧县六堡镇了解“6·
26”洪涝灾害情况。工作组就防范应对
即将来临的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提出进
一步强化措施。

赴贵州工作组在遵义市、铜仁市、黔
东南州实地了解人员受灾、基础设施损毁和防洪设施运行等情
况，深入灾区一线查看地质灾害现场、城市内涝、农田受损等情
况。工作组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座谈交流，了解当前灾情和抗
灾救灾工作情况，并就进一步做好抗洪抢险救灾提出意见建议。

检察机关整合相关职能

为 未 成 年 人 提 供

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新华社重庆 7 月 12 日电(记者陈菲、黄玥)为整合

有关未成年人检察职能，推动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全面
综合司法保护，最高检去年 1 月开始在北京等 13 个
省、区、市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
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记者
获悉，一年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未成年人检察业
务统一集中办理优势明显。

据悉，试点期间，在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方
面，检察机关共对 2695 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羁押必
要性审查；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监督中，纠正未成
年人与成年人“混管混押” 3 1 9 人，纠正违法 7 1
件，发出检察建议 112 件；开展入所帮教 9155 人
次，出所教育 4097 人次；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
中，纠正脱管漏管 49 人，督促 354 名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在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方面，针对监护侵
害与监护缺失，支持起诉 137 件，判决采纳支持起诉
意见 121 件，发出检察建议 153 件；开展心理疏导
1767 人次，为 786 人提供经济救助，为 1954 人提供
法律援助，为 243 人协调就业就学等生活安置；针对
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侵害众多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问
题，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297 件；落实“为保
护而监督，在监督中保护”理念，积极探索涉未成年
人家事审判监督工作。

最高检 12 日在重庆召开了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
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
工作总结推进会。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在推进会
上表示，试点工作初步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执行
检察、民事行政检察的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特色，
下一步将充分发挥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优势，加大
办案力度和规范化建设，不断提升办案质效，推动
“试验田”向“示范田”转变，切实为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提供全面综合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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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2 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 12 日从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公安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近日要求各地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确保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
业局势基本平稳。

据了解，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当前形势下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根据通知，对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
基层单位服务期满并考核合格的基层服务项目人员，可择优聘
用到服务地乡镇事业单位；对小微企业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就业和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
按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放宽创业担保贷
款申请条件，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入乡创业创新。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将组织毕业生参观
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机构、企业和创业园区纳入就业指导课程实
践，建立职业指导师联系毕业班制度。组织校园招聘活动，向毕业

生推送政策清单、服务清单、服务机构联络清单。将留学归国人
员、港澳台青年纳入公共就业人才服务体系。将有培训需求的高
校毕业生纳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鼓励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
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取得多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位负责人表示，省会及以下城市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
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精简落户凭证。严
肃查处“黑中介”、虚假招聘、违规检测乙肝项目等违法行为，严
厉打击以求职、就业、创业为名义的信贷陷阱和传销、诈骗等违
法犯罪活动，规范就业签约。

这位负责人指出，要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及时摸排锁定
有见习需求的高校毕业生和失业青年，帮助他们获得岗位实
践机会。将求职创业补贴对象范围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含
技工院校)的困难毕业生，补贴发放调整为毕业学年 10 月底
前完成。对就业困难毕业生和长期失业青年实施“一对一”援
助，在深度贫困地区开展送岗位上门活动。

五部门出实招，部署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新华社兰州 7 月 12 日电(记者白丽萍)目前，高考录取工
作正在进行，一批新生即将步入大学校园。我国在本专科教育
阶段，是目前各学段中资助政策最完善的学段，已建立起通过
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
“绿色通道”等多种方式并举，实现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
“三不愁”，即：入学前不用愁、入学时不用愁、入学后不用愁。

教育部 12日在兰州举行的新闻发布采访活动上，教育部财
务司介绍，入学前，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
以向当地的学生资助部门申请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来
缴纳学费和住宿费，上学期间的利息由国家负担。中西部地区家
庭经济困难的新生，还可以申请新生入学资助，获得路费补助。

新生入学时不用愁，大学新生报到现场都会开通“绿色通
道”，建档立卡、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孤儿、残疾或者其他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
入学后，高校学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

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
困难补助、学费减免、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助学贷款补偿、应征入
伍国家资助、退役士兵学费资助等各项资助政策。学生在校期间或
毕业时如果入伍，还可以申请学费的补偿和助学贷款代偿。

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赵建军表示，在我们国家，能够考上
大学，就绝不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不能上学。在上大学的路上，
经济困难不再是“拦路虎”。

据介绍，2018 年全国资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近 1 亿
人次，我国基本做到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助尽助”，在我国
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工作目
标，促进了教育公平。

经济困难学生上大学应助尽助，实现“三不愁”

(上接 1 版)

退耕还林：变身“清水湾”

彭堡镇臭水沟村，距离固原市原州城区 20 多公
里，两山夹一沟，因常年流淌的盐碱水夹杂着一股臭水
而得名。村民散居山坡，沟道为路，饮水困难，生活贫
困。

随着一系列水利工程的建设，臭水逐步被拦截引流。
2006 年，固原市水务局在臭水沟村山中监测出一股可饮
用的山泉水，后设置为取水点，供老百姓使用。

村子的真正改观，缘于 2010 年开始的生态移民。臭
水沟成为移民迁出区域，“十二五”期间 143 户 488 人陆
续搬迁，原臭水沟村与邻村合并更名为硝沟村。退耕还林
还草持续推进，荒山秃岭披上绿装，贫困渐渐远离。

今年 55 岁的脱贫户马正荣正忙着喂牛，他告诉
记者：“扶贫政策好，养牛有补贴，还有政府贴息贷款，
家里现在养了 18 头，全部圈养，干净卫生。”

“硝沟村今年脱贫应该没啥问题。”彭堡镇党委书
记马少龙说，如今，草畜产业收入占全村农民人均纯收
入 80% 以上，从最开始的 400 多头牛发展到目前牛存
栏 1900 多头。为了保障农户多种经营增收，部分农户
还养羊、蛋鸡和蜜蜂。

“现在，山变绿，水变清，硝沟已成历史。”站在空旷的
山谷，中国农业银行宁夏区分行驻村第一书记沙晓平说，
他们正规划建一处水库，让山外的人也来看看这里有多
美。

硝沟村村支书张文君告诉记者，村民商议，准备向民
政部门申请改村名为“清水湾村”。

新华社银川 7 月 1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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