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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太原 8 月 7 日电（记者于振海、晏国
政、孙亮全、刘扬涛）8 月 8 日，全民健身日，第
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将在山西省太原市开幕。

这是一场青春的约会，这是一个拼搏的舞
台。5 . 8 万名运动健儿亮相二青会舞台，用坚持
与汗水诠释体育精神，用奋斗和拼搏演绎青春
故事，展现新时代青年人担当作为的夺人丰姿。

青年兴则国家兴，体育强则中国强。以拼搏
奋斗，汇聚起新时代的青春力量，几代人追求的
体育强国梦必将加速照进现实。

梦想气贯长虹 初心矢志不渝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
100周年。站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回望，一代
代青年奋力实现体育强国梦的脚步愈显铿锵。
百年前的中国落后孱弱，“东亚病夫”的称号如
鬼魅随形。1917 年，毛泽东深感“国力苶弱，武
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在《新青年》杂
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响亮地提出“文明其
精神，野蛮其体魄”。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体育成为进步青
年救国强国的重要选择。从重视体育锻炼的毛
泽东到劝说好友加入校足球队的周恩来，再到
担任体育教师的朱德，一个个进步的革命青年，
不懈宣扬着“强身卫国”“健身强国”的体育思想。

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中国青年认识到自身
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则让他们以崭新的姿
态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几十年，体育始终被视为
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山西省体育博物馆，几幅八路军将士打
篮球的照片吸引人们驻足观看。“朱德篮球技术
很好，深受官兵爱戴；贺龙在晋绥边区组建了
120师‘战斗’篮球队，经常在战斗间隙打比赛，
还组织了根据地的体育运动会。”山西省体育博
物馆馆长朱强说，那时的口号就是“体育出战斗

力”“开展体育运动，为打败法西斯服务”。
1949 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

成立。中国从此结束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
役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建设
体育强国的梦想，变得更加迫切、更为炙热。

从容国团 1959 年获得新中国第一个世
界冠军，到中国女排姑娘实现“五连冠”；从奥
运金牌实现“零突破”，到成功举办亚运会、奥
运会；从数千个世界冠军到全民健身理念深
入人心……几十年间，新中国体育从无到有、
由弱到强，攀上一个又一个高峰，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辉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代代
青年坚守初心，顽强拼搏，激励全国人民团结
奋斗，朝着体育强国梦想阔步前行。

传承激励人心 时代成就梦想

盛夏时节，酷暑难耐。山西体育中心射箭
训练场热闹非凡。19 岁的任沿舟一遍遍重复
着拉弓、射箭的动作。二青会上，这位两年前
夺得全运会银牌的“年轻后生”有着更高目标。

看着任沿舟朝气蓬勃又一丝不苟的脸庞，
61 岁的主教练王友群仿佛又回到 40 多年前。
1972 年，荒废了 10 多年的山西射箭队重新组
建，14 岁的王友群成为第一批队员。“当时没
有弓，我们把竹板砍成中间宽、两边细的形状，
再装上弓弦做成弓。”他说，这样的弓就像一条
扁担，山西射箭队因此被叫作“扁担队”。

困难永远击不倒胸怀梦想的年轻人，只
会是砥砺他们成长的垫脚石。这批“扁担队
员”从纠正射箭姿势开始，勇往直前，无所畏
惧。从 1976 年起，他们连续 12 年囊括全国射
箭团体冠军，并有 129 人次打破全国纪录，创
造了山西乃至全国射箭史上的奇迹。

随着时代发展，山西射箭队的训练场所、
运动装备不断更新。“最让人高兴的，是艰苦奋

斗、拼搏筑梦的‘扁担弓精神’传承了下来。”王友
群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王友
群师徒的经历，为这一论断书写了生动注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将体育强国梦作为
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把体育事业发展放到
建设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中谋划实施，为体育
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从城市到乡村，从竞技体育到群众体育，
从职业体育到校园体育，从体育公共服务到
体育改革创新……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成为新时代中国最为响亮的声音之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几年，是体育事业发
展最快的时期。新时代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想
提供了最佳机遇。”山西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成
民铎说，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实现体育强国
梦的道路上，青少年是举足轻重的力量。

为了让青少年得到更多锻炼、交流和成
长的机会，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国家决定将
第八届全国城市运动会改为全国青年运动
会。2015 年首届青运会上，游泳小将张雨霏、
徐嘉余，篮球小将沈梓捷等崭露头角，如今都
已成为各自领域“翘楚”。

二青会比赛项目从首届的 26个大项增加
到 49个。除传统项目，还设置了很多符合青少
年运动特点的跨界项目，并首次纳入冬奥会项
目。参赛运动员也是首届青运会的六倍。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青年体育人才得到
更为全面的锻炼，让他们乘着新时代的东风，
拥有更多人生出彩和实现梦想的机会。”二青
会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山西省体育局局长
赵晓春说。

历史重任在肩 拼搏奋斗圆梦

山西体育中心游泳馆的跳水板上，19 岁

的二青会跳水选手李政腾空而起。两年前，他
在游泳世锦赛上夺得一金。他是山西第一个
跳水世界冠军，也是山西第一个“00 后”世界
冠军。

李政出生在山西临猗县一个普通农户家
庭。为了给孩子“谋出路”，父母将李政送去练
游泳，但由于身材矮小，李政被调到了跳水队。

“我渴望跳下的一瞬间。不管怎样，只要
坚持，就能成功。”李政说，虽然身体条件不是
最好的，但他一定是最刻苦的。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新使命呼唤新担当。
面对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青少年必须拿出
铁一般的担当、钢一般的作风。

从小到大几乎没哭过的藏族姑娘尼玛拥
青，过去一年数次落泪，“因为练滑雪太苦了，
有时让我感到崩溃”。

但哭归哭，她却从未在训练中有过一丝
懈怠。“因为面对超高的训练强度，一旦稍微
偷懒‘放水’，很快就会掉队。”

去年 8月，原本练习射箭的尼玛拥青经跨
项选材入选了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因为零基
础，一开始她很吃力，上雪训练的前半个月，几
乎每次都是连滚带爬地从山上摔下去。不服输
的她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加练，半年进步飞快。
今年 1月的二青会单板滑雪比赛中，尼玛

拥青在女子平行大回转和平行回转项目上都
晋级决赛并取得第 11名和第 12名的成绩。

从 6 月中旬开始，730 多名来自太原幼
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穿着厚重的裙
装训练，只为在二青会开幕式上呈现最完美
的演出；数千名来自山西各高校的大学生从
半年前就融入各类志愿服务，只为让八方来
宾感受到家的温暖……

青年有担当，民族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中变成现实。

汇聚青春力量 奋斗成就梦想
写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开幕之际

新华社西安 8 月 7 日电(记者宋振远、刘
书云、蔡馨逸、李浩)1935 年 10 月 18 日，中央
红军进入陕北到达吴起镇张湾子村。“红军一
个高个子首长借宿在我家，我父亲为他做了 3
碗剁荞面。”73 岁的张瑞生从小就听父亲讲这
段故事，红军离开时还留下一个保暖瓶。后来
才知道，那晚借宿的高个子首长就是毛泽东。

“锣鼓响来秧歌起呀，秧歌起呀黄河唱
来……”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
纪念馆，小讲解员白嘉妮唱起当年迎接红军
到达吴起的歌曲，脸上洋溢着笑容。

为什么中央红军会将落脚点选在陕北？
“红军落脚陕北，既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

死存亡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选
择。”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高凤林说，
这一落脚点的选择，与两份报纸和一块根据地
密不可分。

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1934年 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事实上，
自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从湘西到川黔
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
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

“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正在这个问题
迫在眉睫时，两份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消息
的报纸让毛泽东等领导人眼前一亮。

“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陕北军
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在延
安革命纪念馆里，记者看到了印有刊登着这两
条消息的《西京日报》和《大公报》的展板。

1935 年 9 月，在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高
兴地说，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
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
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

在这之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

产党人在陕甘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正如火如
荼。随后，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到达
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进
一步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为中央红军
落脚陕北提供了有力支持。

“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吴起后，革
命斗志依然昂扬，但是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根
据地人民倾囊相助，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救
治伤员，积极支持中央红军。”高凤林说。

因为两份报纸选定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根

据地，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首先，落脚陕北，因为陕北有一块稳固

的革命根据地，有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
权，有一大批领导骨干和优秀干部，有刘志丹
和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军。”高凤林说，另一
方面，陕北也是对日作战的前进阵地和可靠
后方，落脚陕北有利于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
目标。同时，因为陕北具有浓烈的革命氛围和
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外，陕北特殊地理位置、
地形地貌有利于保存和发展根据地实力。

落脚陕北后，中共中央将陕甘根据地发
展为陕甘宁根据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
基础。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陕甘宁根据
地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
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抗日武装，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两份报纸、一块根据地，成就了红军落
脚、立足、再出发的传奇故事。

据新华社长沙 8 月 7 日电(记者
周楠)他生于洞庭、逝于洞庭，用一生
守护洞庭。他年少时发誓学好水利造
福家乡，25 年来夙兴夜寐奔走在水利
建设管理一线，46 岁时倒在家乡的土
地上。

这位以身许国的水利专家叫余元
君，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原
总工程师，共产党员。

恒如水

2019 年 1 月 19 日，岳阳市君山
区钱粮湖垸分洪闸工程的工地上，寒
冷而泥泞。余元君一早来到这里，进行
现场协调和技术指导。简单用过午餐，
没有午休，在工棚主持调度会。

下午 4点刚过，伴随一阵剧烈心
绞痛，余元君倒在地上。不一会儿，他
陷入昏迷。从来没有过“午休”的他，第
一次在工作现场躺下，抢救无效，再也
没有起来。

这是余元君生命的最后 3 天———
17 日上午，长沙，工程评审；下午

赶往岳阳华容县，验收工程；晚上开会
至深夜。18 日一早，赶往华容县禹山
镇，协调蓄洪垸相关事宜；简单吃午
餐，开会讨论至 16时，又即赶往大通
湖东垸分洪闸建设工地，工作至深夜。
19 日早上，到达生命最后一站——— 钱
粮湖垸。……

这 3 天，浓缩了他的 25 年。
“1990 年，适逢大旱，庄稼无收，深

感中国农业之‘靠天’原始落后。我以优
异成绩第一志愿考入天津大学水利系
水工专业，希望能为家乡有所贡献。”余
元君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写下初心。

1994 年，毕业前夕，他和室友聊
起未来：“我志在专业技术，要当专家，
解决工程技术难题。你去干三峡，我去
搞洞庭，都是广阔天地。”彼时，洞庭湖
十年九涝。他如愿进入湖南省水利系
统，踏上了为理想奋斗的人生旅程。

万里长江，难在洞庭。从刚参加工
作时的洪水治理，到近年来生态文明
建设，洞庭湖治理这个世界性难题压
在余元君和同事们的肩上。

攻坚克难没有捷径可走，加班熬夜、出差调研是他 25
年来的常态。

“工作 25 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湖南
省洞工局局长沈新平说。

“在学习积累方面，我这个总工自愧不如，他整理出了
上千个 G 的洞庭湖资料。”湖南省水利厅原总工程师张振
全评价余元君是“行走的洞庭湖水利百科全书”。

余元君的微信朋友圈背景是湖南水利系统 30多名青年考
察洞庭湖的合影；他的QQ签名是“构建和谐健康美丽洞庭”。

善若水

“真没想到，余总工就这样走了。”1 月 19 日晚，安乡县
水利局洪道站站长资程得知余元君去世的消息，大声痛哭。

他们相识于多年前一次水利工程施工图审查会。“当
时，我拿着稿子不敢发言，余总工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鼓
励我要大胆自信。”

2013 年，余元君到常德指导防汛。暴雨倾盆，他高烧到
近 40 摄氏度，坚持防汛会商到夜里 10 点。资程哽咽地回
忆：“散会后，我陪他打点滴到凌晨，第二天早上 8点，他又
准时出现在会商室。”

同事们回忆，“办公楼里熄灯最晚的经常是他那间”。出
差本来就累，他还悉心照顾同事。洞工局工程处副处长杨湘
隆介绍，多年来，按照住宿标准，余元君可以住单人间，但他
考虑到司机辛苦，经常把单人间让给司机睡，自己和其他同
事住一间。

“余总工是生活中最好打交道的人，却是我工作上最怕
打交道的人。”湘阴县水务局的姚骞坦言。

余元君曾带队查勘一处污水自排闸，洞内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同行人员劝他不要进去看了，他坚持认为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一头钻进漆黑的涵洞。等从几十米长的涵洞
内走出来时，卷起裤脚，腿部已有大片红斑……

这些年来，他主持完成的《洞庭湖治理建设与管理适用
文件汇编》，成为洞庭湖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数据库”“指
南书”；牵头开发了被誉为“千里眼”的洞庭湖区建设项目管
理系统，受到水利部、湖南省纪委领导的肯定。

他撰写近 20 篇论文，在省部级刊物上发表，组织和参
与多项科研项目，其中 1项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2项获省
水利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么多年来，因为他在，无论处理啥工程难题都不用
担心。如今我们成长起来了，他却突然离开了。”时过半年，
杨湘隆说起余元君，依然泪眼滂沱。

清似水

余元君去世后，妻子黄宇常常夜半惊醒。她悔恨不已：
“我拉不住他啊，我经常劝他，说他工作不要这样发狠。”“他
常对我和儿子说，做人必须要有成就感。只要有成就感，这
一生就值。”环顾余元君 90 平方米的家，陈设简单，厨房墙
角的瓷砖还掉了几块。

余元君的父母，还住在临澧县佘市镇荆岗村。对家人的
愧疚，余元君生前多次提及。家中兄弟姐妹 9 个，余元君排行
第 7，是唯一一个上了大学、有公职的，其他都在务农或打工。

“他这么多兄弟姊妹，从来没找老家政府照顾他家一件
事、安排一个人。”临澧县水利局原局长王卫红说。

侄儿余淼在余元君的鼓励下也选择读水利专业，大学
毕业后找工作却没有得到叔叔任何举荐。

余元君的六姐夫是一个小包工头，但跟余元君一提做
工程项目，余元君就连连摆手：“扯这个事，免谈。”

老家村支书想让他安排塘坝清淤的项目资金，也被他
一口回绝：“你按程序跟县里汇报，我这里没有‘后门’。”

“他主持了洞庭湖区数百个项目的技术评审和招投标
工作，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百亿元，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
映。”湖南省水利厅厅长颜学毛说。

但是，村里要修路，他二话不说从个人账户转出 2 万
元。当获悉资金缺口达 50 万元后，又追加了 3 万元。

“我们怨过他，但更心疼他。”六姐余淑兰说。余元君走
得干干净净。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余元君的“源头
活水”，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水利专家为民造福、知
识报国的不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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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7 日电(记者王君璐、王井
怀、勿日汗)北京、山西、内蒙古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
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实事求是检视
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扎实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北京：“扑下身子”找问题，专

项整治抓落实

在主题教育筹备之初，北京市专门增设专
项整治组，提前谋划研究专项整治工作，力求主
题教育取得实效。

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北京市各级党委
(党组)扑下身子，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
坚持调研与整改同步，针对调研中查找的问题
迅速研究整改措施。截至目前，第一批主题教育
单位调研发现问题 11579 个，现场解决 6529 个。

在调查研究和检视问题的基础上，北京市
启动专项整治工作，围绕中央明确的八项整治
任务列出具体问题表现，同时结合北京实际，增

加一项整治任务，形成“8+1”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细化分解为 154 个具体问题，列出 363
条整改措施，并制定了工作推进方案，明确时
间表、任务图。

北京市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坚持把“改”
字贯穿全过程，坚持到基层一线、到群众中去
找实招，着力解决本部门本单位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群众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以真刀真
枪解决问题的实效来衡量主题教育的效果。

其中，北京市公安局针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办事难问题，深入推进“网上北京市公安
局”建设，整合推出 8 类 120 项网上办事业
务，受理业务申请 380 余万件；针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黑车、僵尸车问题，启动“并肩治乱”专
项行动，6 月以来查扣黑摩的等车辆 1129
辆，清理僵尸车 901 辆。

北京市交通委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调研，
立行立改，针对黑车治理的工作难点问题，横
向联合公安交管、商务、高法等部门共同调
研，抓好交通领域专项整治，狠抓整改落实。

山西：“开门”检视问题，合力

促解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山西省坚持问题导向，
推动解决问题，确保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开展。

山西省科协“开门”找问题，采取多种方
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省科协在网站、微信
公众号设置主题教育征求意见栏，向社会征
求意见建议；组织科技工作者、基层干部群众
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山西省科协深入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措施。

在主题教育开展过程中，更多的部门主
动聚焦本省面临的普遍问题，不约而同地形
成合力。防治污染便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启动违法排污大整治
“百日清零”专项行动，聚焦大气污染防治等 10
个方面内容，真刀真枪解决问题；山西省住建
厅多次开展施工扬尘治理“双随机”检查，约谈
了 3 个市主管部门和 16家特级、一级施工企
业负责人，形成严查重管违法排污的高压态
势；山西省能源局会同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
局等单位，深入 11个市进行调研，全力推动清
洁取暖和散煤替代由城市建成区向农村扩展。

经过各级各部门积极努力，山西省空气
质量总体呈逐月向好态势。

内蒙古：“改”字贯穿始终，为

民服务解难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内蒙古自治区各部门单位把“改”字贯穿
始终，扎实开展“开门纳谏”“整改进行时”工
作，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深入了解群众所
期所盼，坚持边学边查边改，切实把为民服务
解难题落到实处。

内蒙古各部门单位坚持开门搞教育，畅
通渠道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力求把问题找准
找实。内蒙古制定方案，通过设立专线电话、
设置电子邮箱、接受群众来信、开辟媒体留
言、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开门纳谏”。

目前，内蒙古共收集反映党员干部担当
作为、侵害群众利益等多方面的意见建议和
问题 12156件次，已立行立改 7461 个。

针对“开门纳谏”受理的意见建议和查摆
检视出来的问题，通过“整改进行时”予以立
行立改，让群众感受到改的决心、改的实效。
比如，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所购房屋烂尾、延
期交房、不能按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等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住建厅出台专门意见，全区现
已解决房地产历史遗留问题项目 410 个、办
理房产证 9 . 1 万个。

为了让群众满意，自治区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开门纳谏”群众反映的意见建
议和问题实行日汇总，对整改情况实行周调
度，并在媒体上开辟“整改进行时”专栏，持续
公开报道整改进展和结果。

北京、山西、内蒙古：实事求是检视问题，真刀真枪整改

时 代 先 锋

两
份
报
纸
和
一
块
根
据
地

红
军
长
征
落
脚
陕
北
的
偶
然
与
必
然

记 者 再 走 长 征 路

▲ 8 月 7 日，参观者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观看中共中央进驻吴起镇的相关史料，展
板上方是当年刊登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大公报》和《西京日报》的复印件照片。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