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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记者朱基钗、林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和
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坚决把
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
始终，即知即改、立行立
改，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
刀刃向内的勇气，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确保主题教
育取得实效。

中央纪委国

家监委机关紧扣

初心使命整改解

决重点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机关坚守政治机关定位，
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
政治任务落实好，认真抓
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的贯彻落实，建立
工作台账，明确责任分
工，做到件件有回应、事
事有落实，举一反三，建
章立制。带头落实党中央
重大决策部署，制定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工作措施，坚决
查处包庇、纵容黑恶势力
的腐败分子，深入开展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专项治理，把巡视整改与
当前主题教育结合起来、
与日常监管结合起来。

针对影响纪检监察
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突出
问题，委领导带队开展 10 项全委层面的重点调研，推动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更加顺畅高效，监督职责发挥更加有
效。委机关各基层党组织也把“改”字贯穿主题教育始终。
案件监督管理室就审查调查安全、审查调查工作法治化、
规范化等完善相关制度；案件审理室努力构建“铁案工
程”，加强以案释纪、以案促改，以此推动政治监督、补齐
制度短板；第十四审查调查室不断改进临时党支部工作
方式，注重对审查调查对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取得良好
效果；机关党委组织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对委机关党员干
部提出“六个严禁”的纪律要求。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委机
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改善，党支部的组织力、战斗
力有新的提升。

在抓好全党主题教育专项整治中所承担任务落实的
同时，做好委机关自身的专项整治工作。印发委机关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正
视问题的自觉、刀刃向内的勇气，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
际，与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找准专项整治工作切入
点，明确责任主体、工作措施，逐条逐项推进整改落实。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扎实推进专项

整治工作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讲认真、重实效，对标对表党中央要
求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领导班子坚持刀刃向内，认真检视问题，带头学、
查、改。

领导班子通过专题会议、中心组学习、务虚会等集中
查找问题，班子成员到所在党支部或分管部门查找问题，
通过深入基层联系点、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查找问题，所
属部门单位结合职责任务查找问题，党员干部结合工作职
责查找问题。针对查找出的问题，着力从领导班子、部门单
位和党员干部三个层面共同抓好整改落实。对“两张皮”等
影响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的新老难题，分别由领导班子成
员带队深入调研，探求破解之道。

扎实推进专项整治工作，针对形式主义突出问题，
提出 30 多条整改措施，研究制定了工委机关力戒形式
主义若干意见。围绕专项整治干事创业精气神不够问
题，对标中央关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要求，深
入分析工委党员干部精气神的“四种状态”：一是锐意进
取、精益求精；二是兢兢业业、履职尽责；三是朝九晚五、
按部就班；四是精神萎靡、不在状态。要求追求第一种状
态、确保第二种状态、力戒第三种状态、祛除第四种状
态。对于其他突出问题，注重压茬整治、立行立改，一时
整改不了的列出整改清单，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逐
项限时整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坚持边学

习边整改、边调研边整改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坚持边学习边整改、边调
研边整改。在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期间，校(院)委会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校(院)机关党的建设实
际和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 8个方面 21 条贯彻落实具体
措施。

校(院)委会召开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面对面听取学
员和教职工的意见建议；校(院)委会成员围绕坚持党校姓
党、抓好主业主责、深化“用学术讲政治”教学改革、推动基
层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等，每人带着 2-3个问题分头
到直属单位和基层党支部开展调研，深入“把脉”与“问诊”，
并在调研后进行调研成果交流，推动调研成果转化；围绕
加强机关党建工作到分管单位基层党支部调研，坚持问题
导向，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指导意见。按照校(院)委会
统一安排，教务部、科研部、组织部等综合管理部门已对深
化“用学术讲政治”教学改革，推动校(院)科研深度融合，加
强教师、组织员、合同制员工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问题，制定
了相应整改措施，有的已经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这些整
改情况分别通过简报形式向全校(院)进行通报，主动接受
各直属单位和教职工的监督。
结合主题教育征求意见建议座谈会征集到的意见建议，

校(院)委会在深入研究基础上，确定立行立改 12项、逐步推
进整改 12项，需要创造条件解决和解释说明的工作 5项，下
一步将对落实情况在一定范围内反馈。

据新华社武汉 8 月 6 日电(记者孙少龙、王
若辰、徐海波)时至 8 月，湖北省各地迎来了一
年中最为炎热的时候。而在麻城市乘马岗镇的
乘马会馆里，却有一群小朋友穿着红军服“全副
武装”，哪怕汗水已经浸透了衣裳。

“春末夏初，是腾格里大沙漠多风的季节，
天气变化无常，王树声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东前
行。”今年 12 岁的乘马中学学生詹鑫站在人群
中，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开国大将王树声的故事。

“尽管天气炎热，孩子们还是想穿上红军军
装，说这样才有‘讲解员’的感觉。”辅导老师说。

虽然暑假过后才上六年级，个子也很小，但
詹鑫讲起故事来抑扬顿挫，有模有样，认真的样
子一点也不输专业讲解员。一旁的游客笑着说
道：“要是个个都像他这样讲，专业讲解员只怕
是没饭吃喽。”

乘马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原为一座庙
宇，1913 年由当地绅士改为学堂，1926 年更名
为乘马岗小学，由王树声担任校长。1926 年 9
月，麻城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在此建立，在鄂豫

皖地区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据乘马中学校长陶金德介绍，在乘马中学

就读的是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小

小讲解员”是乘马中学和乘马会馆为传播红
色文化而推出的一项创新，由乘马中学的学
生自愿报名，经筛选后就可以到乘马会馆“上

岗”，为往来游客讲述红色历史故事。
“2012 年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十来个学

生报名，今年暑假报名的学生已经达到 100
多个。”陶金德说，近年来，学校还和黄冈师范
学院等学校开展了合作，邀请大学生志愿者
帮助训练“小小讲解员”。“我们相信，这是一
项有意义的活动，是一项可以影响孩子们一
生的活动。”陶金德说。

有游客问詹鑫：“讲了一上午，累不累？”
詹鑫挤挤眼睛，笑着反问：“你说呢？”游客笑
着问：“累为什么还要继续讲？”詹鑫认真起
来：“因为有意义。”

“太阳出来照山坡，听我唱个革命歌，农
友们哪个细听着，农友们哪个细听着！”另一
间展览室里，另一位“小小讲解员”唱起了歌
谣，人群马上簇拥过去，詹鑫也得了片刻的空
闲，连喝了几大口水。

詹鑫告诉记者，想把一个故事背得滚瓜
烂熟，讲得声情并茂，他得试讲好些天。“参加
了这个活动，我感觉自己更喜欢和别人交流
了，做事也更加坚定。”詹鑫说。

90 余年前，乘马会馆成了地方农民运动
的大本营。90 余年后，继承着革命先烈精神
的“小小讲解员”又站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讲
述着革命的故事。革命的精神，就这样在历史
的洪流中，完成了一次圆满的传递。

八月，夜色下南昌市赣江之滨，行人如织，
光华璀璨。

当年他就义之地，已是青山绿水，一碧万顷。
今日之中国，已如他所愿。
1935 年 8 月 6 日，方志敏在赣江边就义，

距他的 37 岁生日仅半个月。
8月 21日是方志敏诞辰 120周年纪念日，他

一生心向光明，他“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让人们
明白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
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
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

他，树起一座精神丰碑。

“我是一个黑暗的憎恶者，我

是一个光明的渴求者”

高铁在阳光中前行，窗外树影模糊，远山和
白云却清晰可见。穿过一片片田野，方志敏的童
年就显示在眼前。这是江西上饶市弋阳县的一
个普通村庄，山上生长着茂盛的树林，小河弯弯
曲曲穿林而过。方志敏曾从远处眺望自己的村
庄，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不能将眼前的
美丽描写出来；他也看到了农村的衰败和黑暗，
村民苦到不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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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走进了他的初心赤
胆，就理解了他的人生选择。

1922 年，方志敏在上海求学时看到法国公
园门口的牌子上写有“华人与狗不准进园”，他
感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
烧热，脸上都烧红了。”他感慨中华民族命运的
悲惨，但是依然相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
民穷，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方志敏立志要建一座属于人民的公园。九
年后，他的梦想成真。1931 年春，在赣东北苏维
埃政府所在地横峰县葛源镇葛源村，他亲自筹
建了列宁公园，园内小桥流水，树木成林。上自
政府主席，下到年幼孩童，随时可在公园内休
闲、玩耍。

“我爷爷当年就参与修建了这个公园，让人
民生活得更幸福，是他们的心愿。”葛源村村民
周子根说，在这个小村庄，包括他爷爷在内的有
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有 200 多人。

80 多年过去，列宁公园风采依旧。方志敏
当年亲手种下、象征革命必定胜利的梭柁树如
今已亭亭如盖。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

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

地方”

“叔叔，你们是干嘛的呀？”13 岁的周桂兰

趴在门槛上，仰头问牵着白马的男子。
“我们是要建立一个苏维埃新中国的革命

者。”这名叫方志敏的男子笑着回答。
1932 年，赣东北省改称闽浙赣省，周桂

兰家的院落成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机
关大院。方志敏在她家办公、居住了较长时
间。

生活在方志敏身边，周桂兰对这个大英雄
心怀崇敬。

87 年后，周桂兰已是百岁老人，她总是念
叨着，方志敏是老百姓的活菩萨。

在周桂兰的印象中，方志敏一向过着朴素
的生活：油炸的豆子，是他最爱的食物；穿的是
旧长衫或者中山装，汗褂裤、被子等用两只旧箩
筐装着。

至今，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内还保
存着当年的银库，这座银库是由周桂兰家的粮
仓改建而成。方志敏曾自述，自己经手的款项，
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
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方志敏被捕后，敌人只在他身上搜到一块
表和一支自来水笔。国民党士兵根本不相信：
“你骗谁，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

答案写在方志敏的遗稿中：“为着阶级和
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
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鄙陋潮湿的茅
棚……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
都能忍受下去。”

清贫，不是贫穷，而是一种境界。正如方
志敏所言：“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

快乐！”

“乡亲们，你们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你们
看在我流血的地方，在我瘗骨的地方，长出一
朵可爱的花来，那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
诚的寄托吧！”

话剧舞台上，饰演方志敏的村民方旭平
眼泪夺眶而出，尽管 3 年来，这句台词他说了
不少于百次。

为了纪念方志敏，家乡的村民们把他的
故事搬上了舞台。“我是听方志敏的故事长大
的，他让我明白了越奋斗越快乐。”方旭平是
方志敏的宗亲，他主动争取到了方志敏的角
色，初中文化的他边忙农活边记台词，在台词
本上，他还把生僻字都认真地标注上了拼音。

这一生，方志敏以身许党，始终怀有一颗
奋斗之心。

在他看来，共产党员都抱着积极奋斗的
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
憎恶人生。

“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
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他还写道：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努力到死！奋斗到死！”

1935 年 1 月，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敌人围
困，他已经七天没有吃饭，饿得两脚走不稳，
冻得发抖，每晚都难以入睡，但他依然鼓励自
己：“吃不得苦，革不得命，苦算什么，愈苦愈
要干，愈苦我越快乐。”

在狱中面对死亡，回首人生往事时，方志

敏多次提笔写下“奋斗”二字。
“为着主义的信仰，阶级的解放，抱定了

斗争到底的决心，所以生活虽然艰苦，而精神
还是非常愉快的。愈艰苦，愈奋斗！愈奋斗，愈
快乐！”方志敏回忆起过往的艰苦斗争，他用
轻松的笔调写道：“一脱离白军追逐时，我们
又唱起革命歌来了。”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

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方梅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长大，当方志
敏牺牲时，她才 3 岁。

她出生时，父母把这个哭声像小猫一样
的女孩寄养在当地的老百姓家中。方志敏有
时抽空回村看望女儿，看着患病的女儿痛得
嘶哑地叫着，他的眼泪直流。

1934 年夏，方志敏最后一次与女儿见
面。那天傍晚，他抱起 2 岁的方梅亲了又亲。
转身间，即成永别。

纵使远隔 80 多年，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
亲的不舍。方梅曾走遍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记
述父亲经历的苦难与斗争，当想起父亲被杀
害前发出的声音“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
弃党……”时，她嚎啕大哭。

是什么，让方志敏不得不抛下他最爱的
人？

“共产党员——— 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
我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
引以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
都交给党去了。”方志敏深情地向党告白。

此后十余年间，无论是开辟赣东北根据
地，还是率领红十军团北上抗日，方志敏对党
至死相随：“党要我做什么，虽死不辞！”

在狱中，他以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魅力，
与敌人进行信仰交锋，感化了多名国民党人，
使得狱中写下的文稿得以带出。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
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
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
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方志敏用最炽
热的感情表达自己的信仰。

方梅 21 岁那年，母亲送给她一本父亲写
的《可爱的中国》，她第一次触摸到父亲的文
字。“从此，我懂得了‘祖国’的意思——— 祖国，
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
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她说。

如今，方梅已是 87 岁的老人，有时在睡
梦中，她会梦到爸爸向她微笑，希望女儿幸福
生活。她希望时光再慢些走，因为爸爸需要她
用一生去读懂。
(记者赖星、姚子云)新华社南昌 8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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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 越 时 空 的 精 神 丰 碑
写 在 方 志 敏 诞 辰 1 2 0 周 年 之 际

▲来自方志敏家乡的曹花荣带着两个儿子在江西上饶市横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参
观，了解方志敏的革命事迹（ 7 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赖星摄

“小 小 讲 解 员 ”传 递 革 命 精 神

新华社北京 8 月 6 日电“最美奋斗者”学习
宣传活动群众投票工作 5 日圆满结束。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力弘扬“幸福源自奋斗、成
功在于奉献、平凡造就伟大”的价值理念，中央宣
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和国家机关
工委、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联合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

活动自 6 月中旬启动，7 月 22 日进入网上
群众投票阶段。经各地各有关部门遴选推荐、组
委会审核把关，722 名来自城乡基层、群众身边

的先进人物入选“最美奋斗者”群众投票候选名
单。候选名单涵盖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各个历
史时期，既有新时代的楷模，又有历史上的英
模；兼顾工农商学兵各个行业系统，覆盖各个省
区市，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以说，每一位候选
人都是其所处年代、所在行业领域的优秀代表，
先进事迹值得广泛深入宣传。

各地各有关部门把评选“最美奋斗者”与弘
扬奋斗精神结合起来，纳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宣传教育系列安排，广泛开展群众性推荐推
选和网络投票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迸发出极大的
参与热情，学习奋斗者先进事迹，踊跃为奋斗者

点赞投票。有的单位把推荐推选活动和报告讲
座、座谈交流结合起来，组织干部职工集中学
习新中国 70 年非凡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
验，了解英雄模范、时代楷模的感人故事。

截至 8 月 5 日 24时投票结束，参与投票
人数超 1 . 15 亿，中央主要新闻网站、移动客
户端“最美奋斗者”相关新闻报道阅读量超过
3 亿次，新浪微博话题参与量超过 2 . 9 亿次。
王进喜、雷锋、焦裕禄、钱学森等英模在新时
代仍然是全社会学习追赶的榜样，张富清、王
继才、杜富国、黄文秀等楷模则立起了时代精
神的新标杆。

大家纷纷表示，每一位“最美奋斗者”候
选人的先进事迹，都是精彩鲜活、富有说服力
的故事，是亿万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卓越
奋斗史的生动写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发展史的辉煌篇章，是民族精神和
时代精神的有力弘扬。我们要铭记英雄模范、
时代楷模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铭记
新中国 70 年不懈奋斗的非凡历程，凝聚起万
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活动组委会将根据群众投票情况，经过
专家投票、部门审核、媒体公示等，最终评选
出“最美奋斗者”获奖人选。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 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1 . 15 亿群众投票评选心中的英雄

▲ 8 月 4 日，来自湖北省麻城市乘马中学的“小小讲解员”在乘马会馆为记者讲
述红色历史故事。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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