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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613 弄 12 号，有一座历
经百年风雨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这里是
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曾见证了中共中央
军委机关的峥嵘岁月。近日，“中共中央军委在上
海（1925-1933）史料陈列展”在此与观众见面，也
标志着静安区“深化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保护工作”
进入新阶段。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静安是党在上海早期活
动的核心区域。上海 30 余处早期中共中央机关
旧址中，有 20 余处在静安，区内有 99 处重要革命
遗址遗迹及 8 所市级以上爱国主义教育场馆。
2019 年 7 月起，静安启动“红色遗址保护、红色基
因传承、红色品牌打造”三大行动，着力推进红色
文化品牌建设。从展览到场馆，从书籍到路线，静
安的红色基因将在更精心的守护中得到更深入的
传承。

修缮保护：重现当年峥嵘岁月

“布展前，相关部门先用约两年时间对建筑进
行了修缮。由于旧址房屋原始结构破损严重，施
工前要先用内部钢管架支撑加外墙面硬拉结的方
式进行整体加固。”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郭
晓静说，按照文物建筑“不可改变建筑原状以及最
小干预”的修缮原则，在外立面还原了门楣及清水
青砖和红砖，内部则还原了天井、客堂间、后天井、
灶批间、前楼、亭子间以及晒台等结构。

如今，建筑里的展览以“风雨经远里，军史丰
碑地”为主题，讲述中央军委 1925 年 10 月成立至
1933 年 1 月离开上海向苏区转移这段近 8 年的
历史。观众置身其中，可通过展品、文字及影像资
料等感受当年周恩来、彭湃、杨殷等革命领袖和人
民英雄曾经的战斗。

展览开展的同时，“早期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
研究中心”也宣告成立。依托这一研究平台，该研
究中心每年将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深入发掘宣
传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活动、奋斗的光荣历史。

2019 年国庆期间，位于静安区成都北路上的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经修缮后也重新
对公众开放。其中，有 152 项珍贵史料是新增展
项。展陈中，有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的重要文献

《共产党》月刊全六期，1949 年 7 月 1 日的《劳
动报》创刊号，11 个不同版本的邓中夏所撰写
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书刊，40 枚工会证章
实物等。老石库门建筑呈现的红色历史已吸引
了不少参观者前来寻访红色力量。

此外，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陈
列馆的修缮提升工作也已完成，中共中央秘书
处机关旧址和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的场馆筹
建工作也在有序推进。

沉浸其中：情景党课重温初心使命

做好修缮保护，也创新特色宣讲。记者采
访了解到，静安区为讲好红色故事，想了不少
“新点子”。

2019 年 7 月，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推出
名为《印迹》的情景党课。由陈列馆讲解员主讲
并主演，参观者则通过浸入式体验亲身参与课

程，通过党课了解毛泽东在上海工作的一段历
史，体会共产党人的坚守。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位于上海静安区茂
名北路 120 弄 5、7、9 号（原慕尔鸣路甲秀里
317、318、319 号）。1924 年，毛泽东第十次来
到上海工作时曾在这里居住了半年，这是他在
上海居住时间最长并和杨开慧一起开展革命工
作的住所。

记者看到，党课中，主讲人和部分参观者换
上了当年的服装，在情景互动部分，参观者还能
体验一把“对暗号”的经历：参观者拿着信件扣
响门环，与门内的授课人对上暗号后，才能走进
党课的下一幕。客厅里，参观者可以听到一封
家书，那是杨开慧写给毛泽东未寄出的书信节
选，还可参与朗读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
一》。

“我们希望用这些方式，让参观者在红色场
馆里触摸伟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感受一场革

命浪漫主义洗礼，感悟共产党员的默默付出和
牺牲。”上海静安文史馆馆长朱润说道。

情景党课已在静安多处红色地标开讲，如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
的《印痕》、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
的《足印》、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的《印象：金
色启蒙》等等。据悉，精彩的课程颇有些“一票
难求”，截至目前，共接待 346 批次参观者，参与
人数达 7400 余人次。

“剧透”2020：红色文化内涵再提升

记者了解到，静安还有“一展、一书、一剧、
一批场馆、一系列路线、一批品牌”的计划，将在
2020 年继续深化红色文化资源保护。

据介绍，2020 年 7 月 1 日，静安计划在中
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在
静安（1921 — 1933）”展览，以珍贵历史影像图
片展现静安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完整呈现这
一时期中共中央机关在静安的奋斗历程，并进
行巡展。

同一日，由静安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红
色静安—— 100 年 100 个故事》（暂名）也计划
出版，并将在静安全区发放。

2020 年，静安区文旅局也将邀请专业团
队，选择静安红色文化素材进行创作，结合静安
现代戏剧谷，把静安红色文化以戏剧形式搬上
舞台，剧本创作计划在 2020 年年底完成。并
且，5 条红色精品路线也将在 7 月前设计推出，
“初心不忘，走向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百年积淀，深厚人文”“游走城市文脉，留住城
市记忆”“行走苏河”的主题将串联起静安各大
红色地标，展示静安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

场馆方面，静安将继续进行有关修缮和筹
建工作，并在场馆日常管理运行方面重点做好
讲解培训、优化导览设备配置、完善接待流程等
提升。

一批品牌也将从中诞生，静安区委宣传部
将牵头开展静安“双十佳”红色文化评选命名活
动，在全区范围内遴选贡献突出的十佳红色文
化宣传员和具有静安特色的十佳红色文化活动
项目，以点带面整体推动静安红色文化品牌出
新品、出精品。

上海静安：老建筑里，红色基因这样激活

▲图为“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1925-1933）史料陈列展”展厅内景。上海静安区委宣传部供图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
电（记者屈婷、林苗苗、田晓
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五次会议 28 日表决通
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修订后的证券法等，在
随后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有关
部门负责人围绕表决通过的
法律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
记者提问。

有记者就 12 月 24 日发
生在北京民航总医院的严重
暴力杀医事件，提问有关法
律如何惩戒暴力伤医行为，
国家卫健委法规司司长赵
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行政法室主任袁杰明确表
态：法律已“出手”，对暴力伤
医“零容忍”。

12 月 24 日 6 时许，北
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
主任医师在正常诊疗中，遭
到犯罪嫌疑人孙文斌的恶性
伤害，致颈部损伤，伤重不
治。26 日，国家卫健委回应
称：这不是医患纠纷问题，是
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这种
伤害医生的严重刑事犯罪行
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

赵宁说，这部法从法律
的角度阐明了国家对医务人
员的保护。在法律审议的过
程中出现了这个事件，我们
非常痛心，也非常愤怒。国家
卫健委对任何形式的伤医事
件是零容忍，这是我们一贯
的态度。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对“暴力伤医”行为做出
了明确的界定和处罚，还特
别规定了医疗卫生机构执业
场所是公共场所。赵宁说，这
部法从法律的角度阐明了国
家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各级
政府、相关部门、全社会都要
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不单
单依靠医院自身。

袁杰说，近期发生的事件，是一起刑事案件。
我们国家的刑法对伤害致死、对杀人都是有严格
法律规定的，所有危害健康、危害生命的行为，都
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她说，所有人应该认识到，医务人员是我们全
体公民健康的卫士，也是卫生健康事业的主力军。
医务人员是为全社会、为全体公民提供医疗服务
的，为我们的健康提供保障。所以，对医务人员的
侵害，无论从道德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当予以严
厉谴责和制裁。

据悉，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经依法审查，已对犯
罪嫌疑人孙文斌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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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伤医的悲
剧上演，让全社会
为之震撼和悲愤。
日前发生在北京民

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暴力杀医事件手段残忍，践踏
法律和良知的底线。杨文医生最终伤重不治，令人
痛心。

“天使原应归桑梓，人间但求无蹉跎！”事件发
生后，一位病人家属送来悼念的鲜花卡片，上面写
着这么一句话。这是人性和人心的明证，是同理
心、同情心最温暖的映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两
度回应：这个事件不是所谓的医疗纠纷问题，而是
一起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我们对任何形式的伤
医行为“零容忍”！

伤医、杀医者自有法律的明判和制裁，如何预
防下一次悲剧发生，是全社会可以为“杨文医生”

们所做的最好的悼念。在医院内设警务工作站、对
医闹者实施联合惩戒、严惩所有危害健康危害生
命的行为……全社会也在反思中加紧堵上风险
点，不断扎紧对医生法律保护的藩篱。

就在不久前，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出
台。在这部卫生健康领域的基本法里，多款条文对
伤医行为做出明确界定和严厉处罚，还特别规定
了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公共场所，“医疗卫生
人员的人身安全、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是一个
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庄严阐明了对医务人员的
保护。

“医师职业用它非凡的仁慈区别于其他职
业。”医生就是这个世界平凡的英雄，守护生命。无
论基于道德还是法律，出于公义还是良知，对医生
这个职业我们必须尊重。在社会深刻变革、人们诉
求日益多元的当下，任何寻求医患沟通“最大公约
数”的前提，必须是先创造安全的医疗环境。

暴力伤医事件虽属个案，但引发的社会之痛
不可不察。从长远看，行凶者挥向医生的刀，也刺
在整个社会道德和良知的底线上，最后会伤及我
们每一个人。毕竟，医生与患者，从来不是“陌客”，

而是并肩抗击病魔的战友。如果我们让医生寒了
心，让医学生视医生职业为“畏途”，在生老病死面
前，谁还能与我们并肩同行，抚慰我们的伤痛？

诚如法律所言，医院是“公共场所”。那么，维
护公共之地的秩序和安全，就不能单单靠医院自
身，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全社会都不能置身事
外。我们必须认识到，暴力伤医行为不能只看“伤
人”这种最极端的部分，要看到暴力递进、转化的
过程。此外，我们应重视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的医患
关系变化，尽快在医患之间架起理性沟通、相互谅
解的桥梁。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你、我和社会力量
的广泛参与，以填补人们对医学人文关怀的需求。

愿杨文医生安息。愿每一个生命都能得到尊
重与善待。 (记者陈芳、屈婷)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电

暴力伤医，是对法律

和良知的无耻践踏

据新华社银川 12 月 29 日电（记者何晨阳）
宁夏人民盼望已久的高铁梦终成现实！29 日，
随着 C8201 次列车从银川火车站驶出，银川至
中卫段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宁夏由此结束没有
高铁的历史。作为目前全国为数不多的高铁“盲
区”，宁夏首条高铁的开通，标志着我国高铁覆
盖面进一步扩大。

29 日开通的银中高铁连接银川市、吴忠市
和中卫市共三座宁夏城市，由银（银川）西（西
安）高铁中的银川至吴忠段和京（北京）呼（呼和

浩特）银（银川）兰（兰州）高铁快速客运大通道
中的吴忠至中卫城际铁路两部分组成。

据了解，银中高铁自银川站发出，共设有银
川东、河东机场、灵武北、吴忠、红寺堡北、中宁
东、中卫南等 7 座车站，线路全长 207 公里，最
高设计时速 250 公里。开通运营之初，共开行
10 对动车组列车，其中银川至吴忠 4 对、银川
至中卫南 4 对，吴忠至中卫南 2 对，全部使用
CRH5G 车型。银中高铁的开通运营，使银川到
中卫的通行时间缩短至 1 小时 27 分，较普通旅

客列车节省 1 个多小时，大大压缩了旅客出
行时间。

据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银西高铁总设计
师马文辉介绍，本次开通的银川至中卫高铁
既是宁夏的首条高铁，也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京包银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
接宁夏沿黄河经济带的重要通道。高铁的开
通一举奠定了宁夏高铁路网发展的新格局，
对实现宁夏“五市同城化”、架构宁夏城际铁
路网主骨架具有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 12 月 29 日电（记者赵
泽辉） 29 日上午，内蒙古首条轨道交通线
路——呼和浩特地铁 1 号线正式开通运行，内
蒙古结束了没有地铁的历史，步入“地铁时
代”。

安全绿色，人文智慧。对于 300 多万呼和浩
特市民来说，地铁 1 号线的开通是他们多年来
翘首以盼的梦想。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呼和浩特人口和
机动车数量激增，城市东西方向主干道通行能

力不足。近年来，交通拥堵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
居民的生活，改善交通状况迫在眉睫。

“呼和浩特的交通拥堵情况不容乐观，其中
一条原因是公共交通服务能力不足。”呼和浩特
市城市轨道交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占英
说，除了利用好地上的公交车，还要将地下资源
转换为地铁优势，提高公共交通运力。

此次开通运营的地铁 1 号线西起伊利健康
谷站，东至坝堰（机场）站，沿主干道新华大街东
西向布置，线路全长约 22 公里，共设车站 20

座，工程投资约 170 . 57 亿元。
地铁列车最高运行速度 80 千米/时，最

大载客量为 2062 人。车内采用象征绿草、奶
牛等富有草原特色的元素进行装饰。

1 号线初期运营时间为 6：00 至 22：
00，每趟列车运行时间约 45 分钟。地铁票价
采取“里程分段计价”方式，起步价 2 元，并针
对不同的乘客群体制定了相应的票价优惠政
策。开通运营后，乘客可以使用手机扫码
进站。

宁夏结束没有高铁历史

内蒙古进入“地铁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9 日
电（记者董瑞丰）我国原创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新药“九期一”

29 日正式在国内上市。药物研
发团队表示，拟于 2020 年开展
国际多中心 3 期临床研究，并
争取 5 年内进行新药全球注册
申报。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当天于北京主办的“九期
一”全球战略发布暨第一届脑
肠轴论坛上，上海绿谷制药有
限公司董事长吕松涛说，拟于
明年启动的国际多中心 3 期临
床研究，将以超过 2000 例轻、
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为对
象，在北美、欧盟、东欧、亚太等
地区的 200 个临床中心开展
12 个月的双盲试验和 6 个月
的开放试验。

据介绍，国际 3 期临床研
究将由美国阿尔茨海默病协会
终身成就奖（2018）获得者、美
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教授杰弗
里·卡明斯领衔主导，全球最大
医药临床试验业务公司艾昆纬
负责临床试验管理，计划 2024
年完成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
争取 2025 年完成新药全球注
册申报。未来 10 年预计投入

30 亿美元，开展包括国际 3 期临床试验在内的全
球化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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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春 12 月 29 日电(记者徐子恒、魏
蒙、司晓帅)下午 4 点的查干湖，冬日西沉，47 岁
的“鱼把头”陈立军在坚实的冰面上开着拖拉机，
拉着千余米的渔网驶向次日捕鱼地。对陈立军的
家族来说，直接从事传承千年的查干湖冬捕活动
也已近百年。

每年冬至后到春节前，是吉林省松原市查干
湖渔民大规模冬捕作业的黄金时间。如今，查干湖
冬捕奇观已被确定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查干湖冬捕成为驰名中外的生态旅游品牌。

冰面上，白茫茫的雾气让人看不清方向，循着
“咔、咔、咔”的声音望去，慢慢可以看见一根铁锥
在不断敲钻冰面。这里没有高科技定位仪器来确
定鱼在湖中的位置，判断在何处下网靠的是“鱼把
头”的功力。

零下 30 摄氏度的天气，站在结冰厚度超过
50 厘米的湖面上，首先要克服的就是极寒环境的
考验。渔民们齐声喊着号子，用长杆沿着冰窟把渔
网输送至水里。七八个小时后，在清脆的扬鞭声
下，8 匹马喘着粗气拉动绞盘，渔网一寸寸从冰窟
里浮出水面——数万斤鱼也连蹦带跳地“ 上
岸”了。

这样的冬季冰雪捕鱼，是吉林省松原市前郭
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种传统渔业生产方式。早
在辽金时期，查干湖冬捕就享有盛名。

不过，这项古老的技艺险些失传。20世纪
六七十年代，受天气干旱、掠夺式捕捞等因素影
响，查干湖面积从几百平方公里锐减到几十平
方公里。“盐碱土刮人一脸、鱼苇绝迹，湖底碱土
飞扬。”陈立军的父亲陈国文回忆道。

为了生计，渔民们把河道内的水盛出来，熬
盐、熬碱卖钱。那时候，陈国文每月仅 32 . 5 元
的工资，要养活 5 口人，一家人经常要靠水煮土

豆来填饱肚子。
曾经“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水草丰美成了传

说，湖畔人家深深体会到失去一湖清水的痛楚。
痛定思痛，1976 年当地政府下了决心：引松花
江水复活查干湖！

陈立军回忆，当时曾调动 8 万多名干部群
众战严寒、斗酷暑，硬是用锹挖肩挑的方式修成
了全长 53 . 85 公里的“黄金水道”，松花江水流

进来，小水泊变回了大水泊。
然而形势好转没几年，又出现新的困扰。靠

自然增殖，渔业无法持续发展，夏季满湖都是渔
网，冬季凿冰打冬网，掠夺式捕捞让查干湖一度
失控。为避免“旱湖”再现，1992 年至 1995 年，
查干湖开始“投放鱼苗，封湖三年”，以恢复查干
湖渔业资源。这三年间，陈立军常去外地打工。

三年后，开湖了，陈立军回家观看出网场
面。当拽出第一网时，他被惊呆了——硕大的胖
头鱼扑腾直跳。封湖三年后“开湖有鱼”，渔民们
开始重操旧业。而查干湖渔场也开始实施保护
性捕捞，渔网网眼由 1 寸改为 6 寸，使渔民捕鱼
时必须“抓大放小”。

2007 年，经国务院批准，查干湖成为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查干湖人在这里植树造林、退耕
还草、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如今，丰水期查干湖
总面积达 500 平方公里、年均蓄水量 7 亿立
方米。

12 月 28 日是查干湖第十八届冰雪渔猎文
化旅游节开幕的日子。除了看冬捕、吃炖鱼、住
民宿，今年景区内还增加了冰雕景观带、雪地游
乐园等设施，令游客流连忘返。

湖越来越美，鱼越来越肥。“不仅自家收入
增加了，邻里乡亲腰包也鼓了。”陈立军感慨，查
干湖环境好了，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返乡。

眼看新年就要来了，陈立军希望儿子能娶
上个好媳妇，生个好孩子，让传统渔猎文化一代
代传承下去。“希望咱们查干湖‘年年有鱼’，好
日子‘年年有余’。”陈立军说。

“鱼把头”的新年愿望：湖里“有鱼”日子“有余”

▲ 12 月 27 日，在查干湖冰面上，工人将刚打捞上来的大鱼扔上货车。 新华社记者张楠摄

严寒下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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