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孙 侠

2019 年 7 月 28 日

星期日

要 闻

牢记初心使命 解决突出问题
王沪宁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调研时

强调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 7月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到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调研。他表示，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深化理论武
装，查摆和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沪宁了解全总机关开展主题教育情况，并同部分干部职
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他表示，开展主题教育，重中之重

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王沪宁表示，要牢牢把握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通起来。要聚焦
增强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深入开展调

查研究，广泛听取职工群众意见，把问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
挖透。要按照党中央部署的 8 个方面问题专项整治要求，围绕
基层和职工群众反映集中的突出问题，细化工作措施，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指导，把主题教育成效转
化为开创工会工作新局面的动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
陪同调研。

（上接 1 版）以污染较严重的花河为例，2018 年，淮安对花
河进行整治。“整治得到了周边居民和企业的支持，沿线拆
迁一个月完成，高新区‘一企一管’工程也顺利推进。”白马湖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王凯说，为持续保护生态，他们还在沿
岸设置了水质自动监测站、水闸自动控制系统等设备，并通
过生态滤墙、挺水植物等改善河道水质。

白马湖横跨包括淮安、扬州在内的 5 个县区、8 个乡镇
和 2 个省属农场，生态治理一直存在“九龙治水”现象。为破
解这一难题，在省和有关部门支持下，2017 年 5 月，淮安全
面建成省、市、县、乡、村五级湖长体系，打破现有行政区划
分割，由市里统一规划管理。

淮安市金湖县前锋镇白马湖村党总支书记、村级湖长
蒋贵清介绍，实行湖长制后，他的主要职责是把本村范围内
的水上杂物、生活垃圾等全面清理。“如遇到无法解决的问
题，就向镇一级的湖长汇报，共同协商会办。”

整体联动后，白马湖逐步进入生态良性循环阶段，成为
江淮生态经济区的“新绿核”。以大湖为底色，湖区打造了
“春赏樱、夏赏葵、秋赏菊、冬赏芦”等四季美景，2018 年全
年游客接待量超 80 万人次，菊花茶等农产品年销售额近
2000 万元。

卞恒贵是白马湖王骆殿岛人，退渔后，他先是加入渔业
专业合作社，随后又参加渔业公司组织的船员培训，成为一
名游船驾驶员，每年新增收入 3 万余元。

“白马湖不仅是绿色的湖、资源的湖，还应成为市民和游
客生活的湖、心中的湖。”淮安市白马湖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
党组书记、主任朱永兴说，下一步，他们将深入挖掘白马湖的
文化价值，以绿色文化涵养绿色发展。 新华社南京电

（上接 1 版）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副参谋长吴孟恒说，
为提高搜救效率，救援人员通过无人机航拍、三维建模等，
对比历史卫星云图、照片等，还原山体滑坡前的场景，根据
滑坡冲击方向、力量估算被埋压者的位置，对失联人员定
位、定点施救。

武警六盘水支队于 24 日 1时左右到达现场。“当时山
体滑坡形成两个大的堰塞湖。战士们一到现场就开始挖掘、
疏通堰塞湖。”武警六盘水支队机动中队副中队长唐军说。

由于滑坡造成现场电力中断，战士们就打着手电筒，用
铁锹一锹一锹地挖，有的战士手上打了血泡，仍在不停地
挖。到 24 日 5时左右，两个堰塞湖被疏通。

快一点，救人的希望就会多一分

“这里有个小孩，快点来救。”23 日 23 时 05 分，暴雨
中，第一个生还者被找到。最先到达救援现场的贵州省消防
救援总队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升起移动式照明灯后，发
现对面的山上有手电筒在闪烁，有人在呼救。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人民中路中队中队长黄永一个
箭步冲过去，看到有两名老乡背着一个小孩奔过来，黄永就
连忙上去扶住小孩。小孩头部受伤，怕颠簸，黄永不停安慰
他、鼓励他，“孩子，别怕！”

灾害发生后 5 分钟，30 公里外的杨梅乡卫生院值班医
生张军接到了 120指挥中心的电话：“鸡场镇坪地村发生山
体滑坡，请立即前往支援。”

放下电话，张军与护士长肖钧芳快步跑上救护车，车子
转过一个又一个弯道，于 22时左右到达灾害现场。

23时 15 分左右，卯长顺一家三口被救出。“我们对他
们一家进行止血包扎后，立即送往六盘水市人民医院。随后
又回到现场等候命令。”张军说，“从灾害发生到现在，饿了
就吃点盒饭或者方便面，累了就睡在车上。”

“救命”“救命”“救命”…… 23 日 23时许，听到滑坡点
左侧一处房屋垮塌处传来的呼救声，六盘水市消防救援中
队队员三步并作两步循着声音奔去。

“老乡别慌，我们来救你了。”队员李以中一边施救一边
安慰被困人员。24 日 3时，手脚都被泥石压伤的村民周小
会被救出。

正当他们准备撤离时，滑坡点发生泥石流，下方有形成
堰塞湖的迹象，原路返回已不可能。李以中决定：迂回撤离。
虽然这将离救护车远一些，但途中树木茂盛，不易发生二次
滑坡，可保证撤离安全。

天黑路滑，雨下个不停，救援队员就这样抬着周小会，
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山路上。为了不让伤员失去意识，队员们
一直和周小会说话，鼓励他坚持下去。10 公里，整整走了四
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救护车停放处，周小会立即被送往医院
救治。

紧盯每一片区域，不放过一丝一毫线索

26 日 15时许，一架救援直升机降落在六盘水首钢水
钢总医院门口，8岁的伤员周线胜被送上直升机。不到一个
小时，直升机顺利降落贵阳，周线胜随即被送到贵州省人民
医院，接受双下肢骨折修复手术。两个小时过去，术后的周
线胜被转入儿童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救治。

不仅周线胜，11 名伤员送达医院后均得到救治。伤情
重的，经专家评估后送往贵阳救治。

生命接力在持续，爱的接力也在持续。
“如果参与救援的你们在救援期间就餐不方便的话，可

以到鸡场镇政府岔路口四通餐馆免费就餐。餐馆是我父母
开的，可以放心就餐。”灾害发生后，这条消息迅速在当地传
播。在现场，几乎每天都有村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水、送饭
菜，有些主动腾出自家房屋供救援人员休息。

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大家谁都不想停，每一个
人，都在努力为救援出一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于连续的强降雨，夹杂石块的泥水

正顺着滑坡体往下淌，滑坡体被新冲出了多条泥水沟，有再
次发生滑坡的风险。为确保安全，核心区作业多次暂停。疾
控人员不断使用消毒粉或消毒液对垃圾场、排泄物以及救
援队和居民住所进行消毒。

六盘水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葛永华介绍，持续降雨
极易引发山体二次滑坡、坍塌、泥石流、堰塞湖等次生灾害，
不仅会加大对失联者的定位难度、降低其生还可能性，也会
危及救援人员的生命安全。

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
抽调 40 余名专家组成了联合专家组实时对现场救援进行
指导，并在滑坡现场设立监测点，不间断监测着山体的“动
静”，一有危险立即提醒现场搜救人员撤离。

当地还对周边环境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开展摸排，对需
要转移安置的群众，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记者在受灾群众
临时安置点看到，现场井然有序，所需生活用品已备齐，医
护人员正在为 60岁以上的村民体检，并对安置群众进行心
理疏导。

“我们会坚决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搜救被困
人员。”现场应急救援工作指挥部负责人表示，还将全力做
好善后处置等各项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26 日 21时许，夜幕降临，总功率 5 . 5 千瓦的移动照
明灯塔照亮滑坡现场，十多台挖掘机贴着滑坡山体不停作
业。不远处，搜救人员紧盯着挖掘机挖出的每一铲土，每一
片挖过的区域，不放过一丝一毫线索。

(参与记者：佘勇刚、蒋成、杨欣、郑明鸿)
新华社贵阳 7 月 27 日电

白马湖“复原”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反响强烈

新华社记者赖星、袁慧晶

“志敏，你把祖国比作自己的母亲，让我感觉到有一股暖流，
流遍了全身。我坚信总有一天，这股炽热的烈火，一定会燃遍中
国的大地，把祖国燃烧出一片光明。”

“我爱护中国之热忱，犹如小学生时代一般真诚无畏。”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可爱的中国》于 7月 26日晚迎来大结局，

这是剧中方志敏临刑前与难友胡逸民的对话，他将《可爱的中国》
等遗稿托付给胡逸民，并鼓励他，要持久艰苦地奋斗，把所有的智
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1935 年 8
月 6 日，36岁的方志敏在江西南昌从容就义，面对行刑的刽子
手，他的眼中依然盛满光明。他为“可爱的中国”奋斗的一生，通
过荧屏感染了许多人，并且深深地打动了年轻一代的观众。

剧中方志敏的扮演者林江国在 7 月 26 日专门发微博说：
“今晚大结局。想组团‘劫狱’的，谢谢你们，我很感动。其中‘90、00
后’的观众，你们让我很欣慰，之前担心你们难以接受，看来我多

虑了。”
“我作为‘00 后’平常很少看爱国题材的剧，这部剧也是无

意间看到然后被深深吸引了……可能正是这种信仰引起我内
心深处的共鸣，并且不断吸引着我。”网友“草浅三三”在林江
国的微博下留言说，演员演得真好，人物塑造真实，自己看剧
时总强忍着眼泪。

“草浅三三”的留言引发了不少观众的共鸣。“我有幸生活
在这个新时代，方志敏的精神历久弥新，令我心潮澎湃。”周德
蓓是南昌市一名“90 后”公务员，她说，南昌是方志敏牺牲的
地方，作为南昌的市民，更要用怀念坚守信仰，将崇敬化为力
量，呵护可爱的中国。

渴望光明、追逐光明，是方志敏一生的写照，正如他在遗稿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写道的：“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
漆工镇二里许的湖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生
活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了；我逐渐不安
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

“电视剧播出的时候我们剧组很多人都流泪了，因为方志

敏牺牲得很早，如果我们再不详细地描写方志敏的成长过程，
他辉煌、悲壮的一生可能会被人淡忘。”《可爱的中国》导演吴
子牛认为，穿越时空来到今天，这段故事还是会有强烈的现实
主义的温度。

即使是在狱中，方志敏脚上戴着沉重的镣铐，但他站在铁
窗前，望着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一半绿叶的柳树，看到那一
簇浓绿的柳叶，他就猜出大地的树木“大概都在和暖的春风吹
嘘中，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

“这部剧最吸引观众的，根本上还是信仰的力量，也就是方
志敏炽热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可爱的中国》总制片
徐知音认为，这是关乎历史、感召历史、呼应时代的一个作品。

在《可爱的中国》一文中，方志敏这样深情地诉说：“朋友！
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我想你们
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

剧中片尾，高铁穿行不息、大桥横跨天堑、航母劈波斩
浪……时光荏苒，祖国母亲今天愈发可爱。

新华社南昌 7 月 27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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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高亢、
姜琳、刘羊旸)“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结合各自实际，带着问题深入学习、开展
一线调查研究、找准差距抓实整改，将主题
教育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推动主题教育
在各项事业发展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党组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的总要求，紧密结合实际，建立领导小
组+办公室下设 3 个工作组+10 个指导组的
“1+3+10”组织体系，健全工作机制，细化 30
项规定动作，并组织安排 7 次中心组学习，
陆续开展集中学习研讨、读书班等活动，通
过深入学习推动领导干部进一步锤炼党性、
筑牢信仰、坚守初心。

近期，国家电网负责同志深入雄安新
区等地，听取地方政府、服务对象意见建
议，并与党员干部、一线员工座谈，听意见、
解难题，在问计问需、解决问题中深化认
识，力求摸实情、出实招、求实效。

在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过程中，国家电
网把学习教育与调研、检视问题、整改落实
贯通起来，动真碰硬查不足、标本兼治抓整
改：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规范督
查检查工作，进一步精简文件会议，确保部
门发文减少 30%、会议总量同比减少 40%。
同时，为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推行“三省”(省
力、省时、省钱)“三零”(零上门、零审批、零
投资)服务新模式，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间
由 34 天压减至 15 天内，推行客户办电“一
次都不跑”模式。

此外，国家电网大力推进总部“放管
服”改革，向基层放权授权，并扎实推进中
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建立清单台账、实
行销号管理，确保真改实改、见到实效。

中国石化精心挑选 61 名政治素质高、党
群工作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干部，组建 15 个巡回指导组，对主
题教育第一批 171 家单位(部门)进行巡回指导：明确工作职责和主
要任务，列出 23项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具体措施，一开始就把
高标准立起来；突出从严从实，把握关键重点，及时纠偏止错，一开
始就把严要求落下去。

同时，中国石化创新党组读书班模式，将个人自学、集体学
习、讲座辅导、研讨交流等有机结合，并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6
月 12 日党组读书班开班以来，已开展三次集中学习研讨。各单位
党员干部采取个人自学、中心组学习、读书班、现场教育等形式，
深学细悟，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念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

带着问题出发，谋求破解之道。中国石化坚持问题导向，着
眼解决实际问题，边学习边调研边检视边整改。公司采取“区域
+重点+协同”调研模式，把全系统划分为 11 个调研区域，围绕
“重点课题+重点单位+重点基层”解决突出问题。集团公司领导
带头到广东、湖南基层一线开展专题调研，与直属单位负责人、
基层干部员工代表座谈，听取意见建议，解决工作难题，推动中
科项目和茂湛一体化建设等重点工作落实落地。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领导班子
带头学习研讨，已高质量完成 6 次集体学习研讨；班子成员分 5
组深入一线调研，带问题、找对策、接地气、摸实情；检视、梳理
突出问题共 29 个，列出清单，提出整治方案。

结合自身实际，中国铁塔明确提出不忘利益客户、不忘成就员
工、不忘艰苦奋斗“三个不忘”，在加快 5G基础设施建设、助力行业降
本增效、抗洪防汛保通信等工作中明初心、守初心、知使命、担使命。

5G 商用部署恰逢主题教育全面开展，支撑 5G 商用发展
是中国铁塔当前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政
治任务。目前，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中国铁塔助力电信企业
建成 5G基站超过 25000 个，95% 以上是利用已有站址资源改
造实现。同时，中国铁塔联合电信运营企业开展“服务提升、成本
压降”专项行动，通过管理创新、加快电源设施改造，年底前有望
实现单个基站电费下降 5%。

入汛以来，全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广东、云南、贵州等多省受
灾。面对灾情，中国铁塔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各级党员干部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全力保障通信网络畅通。截至目前，共出动抢
修人员 4 .7万人次、抢修车辆 2 .2万台次、发电油机 5 .2万台次，
受灾区域无乡镇级通信全阻，确保网络运行平稳。

赤 子 心 红 色 情
潘庭宏的红色收藏之路

新华社记者浦超

电话机、军刀、马
灯……这些红军曾经
使用过的物品，只是
收藏爱好者潘庭宏众
多红色收藏品里的冰
山一角。

在云南省曲靖市
富源县，有一个红军
长征过富源陈列馆，
这是潘庭宏的“私人
红色博物馆”，馆内汇
聚了他倾尽半生心血
收藏的 60 多万件红
色藏品。红军用过的
钱币、衣服、靴子、腰
带、马灯、油灯、望远
镜，还有毛主席纪念
像章、革命先辈的著
作书籍，种类丰富的
藏品让人目不暇接。

富源县位于贵州
与云南的交界处，红军长征曾两次经过此地。

1963 年出生在富源县一个小山村的潘庭宏，从小就受到
红色文化的熏陶，红色情结扎根于心。8岁那年，几位老红军战
士到富源县讲述红军长征故事。“红军不怕困难，不畏艰险，不
惧牺牲，红军的故事让我深受教育，我当时就立志要向红军学
习，传承红军的精神。”对当时的情形，潘庭宏至今记忆犹新。

25岁那年，听说当地一位村民有一张红军长征时留下的
宣传单。潘庭宏几次登门造访，最终花 200 元买下这个红军长
征路过富源时发给老百姓的“抗日救亡告知书”。

从此，潘庭宏开启了红色收藏之路。只要听说哪里有红军
长征时使用过的东西，他就想方设法去买。为了收藏，他省吃
俭用，东拼西凑；遇到对方不卖，他就反复上门去“磨”，甚至请
别人帮忙劝说。

对于收藏，他几乎到了痴迷地步。其间，他做过杂货生意，
卖过焦煤，开过汽修厂，搞过种植和养殖，20世纪 90 年代初又
建了个矿泉水厂。多年来，他所赚的钱大部分用于购买红色藏
品。日积月累，收藏物品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除了红军
使用过的物品，其他能收藏的红色物件，他一样也不放过。

为了收藏一张红军用来发电报的桌子，他先后四次登门购买
都无功而返。第五次，他请了当地多位村民帮助协商，反复强调他

购买桌子不是拿去
转手赚钱，而是为了
收集红军使用过的
物品。最后，终于买
到了那张桌子。

31 年来，他的
收藏足迹遍布云
南、贵州、山西、湖
南、四川、甘肃、陕
西等地。“为了收
藏，我甚至差点丧
命在路上。”潘庭宏
说，2010 年夏天，
他去遵义一老乡家
买一台红军用过的
电话机，路上发生
车祸，汽车撞上隔
离带后滑出去 80
多米远。原本要价
5 万元的老乡，被
他的红色收藏情怀
和车祸经历深深感
动，以最低价把电

话机卖给了他。
2007 年，潘庭宏在老家建了红军长征过富源陈列馆，展

示他的红色藏品，免费对外开放，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成
了市、县一个全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文化传播基
地。参观他的红色藏品的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有学生，有当地村民，还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他们在这里了
解红军知识，学习长征精神，我感到特别自豪。”潘庭宏说。

近几年，矿泉水厂效益下滑，他的“私人红色博物馆”日
常运转和维护存在困难，但他仍然坚持收藏，为此还欠了债。
有人曾劝他出售一些红色藏品，缓解财务压力，被他拒绝了。

“有的红色文物，错过了就可能再也没有了，遇到就一
定要买来。”潘庭宏说，自己不是为了发财，更不是为了出
名，是要把这些珍贵的东西收藏起来，保存好保护好，让更
多的人了解
红军历史，
更好地传承
红军长征精
神。
新华社昆明
7 月 27 日电

重走长征路 畅谈家国情
全国妇联在七省区接力举办家国情怀故事汇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2 5 日在革命圣地延安，由全国妇联主办的“时代新人
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家国情怀故事汇落下帷幕。1935
年，红一方面军在这里与陕北红军顺利会师，延安成为红
军长征的落脚点。

在家国情怀故事汇陕西站，侯秀珍、付凡平等普通女性
通过讲述不同历史时期延安妇女爱国爱党爱家的故事，道
出革命圣地老区人民的家国情怀，表达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的坚定信心。观众成媛媛在现场几度感动落泪：“战争时期，
红军付出巨大牺牲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如今，我们延
安人民也为了明天更加美好的生活投身于黄土地的山山峁峁
中。这就是新时代延安精神的传承，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

“时代新人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家国情怀故事汇活动
于七一前夕正式启动，从长征集结地江西于都出发，先后在江
西、湖南、福建、贵州、四川、宁夏、陕西等长征沿线部分省区，
通过邀请红军后代、最美家庭、优秀女性、基层干部群众等，现

场讲述各个历史时期广大家庭爱国爱党爱家的感人故事，让家
国情怀红飘带飞扬长征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在江西于都，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杨丽珊讲
述了 30 位红军女战士参加长征的不凡事迹；在湖南平江，独腿
将军钟赤兵、红军女司令胡筠、烈士佘益珍的故事广为传唱；在
福建，邹家“一门七烈士”守护红军的故事由曾孙娓娓道来；在
贵州遵义，关于已故老红军李光两次“长征”的事迹，彰显出一
位老红军永不磨灭的家国情怀；在四川，当年与红军结盟的彝
族首领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讲述奶奶保护红军队旗的动人故
事，与新时代少数民族地区传承长征精神、决战脱贫攻坚的精
彩故事相互呼应，激人奋进；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关于
红军顺利会师的故事令人心潮澎湃……

据不完全统计，家国情怀故事汇接力活动线下约万名群众
现场参与活动，各地的活动还通过人民网、网易、快手、斗鱼等平
台以及女性之声、中国妇女报新媒体平台和地方网站进行线上
传播，5000 余万人次在线观看。 (记者雷肖霄)新华社西安电

▲潘庭宏收藏的红军用过的铜茶壶和饭盒（7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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