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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罗布次仁、王泽昊）今
年 79 岁的克松社区居民洛桑卓玛，每当走到
社区门楼时，总会驻足仰望刻在门楼上那行
字———“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触景生
情，老人的思绪常常被拉回至 60 多年前。
　　“旧西藏的克松庄园门口，一年四季都悬挂
着一根象征农奴主司法特权的法杖，这代表着
克松比其他庄园更加黑暗和残酷。克松的农奴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洛桑卓玛哽咽道。
　　 1959 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藏民主改
革从当年的克松村拉开序幕，“西藏第一个农
协会”“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相继在这里成
立，农奴翻身做主人，开始了崭新生活。
　　如今，昔日农奴眼里的“人间地狱”已换了
人间，宽阔的街道，雕梁画栋的藏式民居，步履
匆匆却满脸祥和的居民，都展示着克松——— 这
个民主改革最前沿村庄的巨变与希望。

血泪的控诉

　　走进西藏山南市乃东区克松社区的陈列
馆，逼真还原的农奴居住的窝棚、寒光凛凛的刑
具、阴森的囚笼等实物和场景，浓缩了封建农奴
制时代农奴生活的情景，令人毛骨悚然。
　　 62 年前的克松是旧西藏大奴隶主索康·旺青
格勒的庄园。一个庄园，302 个“会说话的工具”（农
奴）每天承受着沉重的差役，成年累月地辛勤劳动，
换来的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和狠辣毒打。
　　 78 岁的原克松村党支部书记索朗顿珠
说，克松庄园里的残忍比挂在馆里的照片、实物
要严重得多，那时农奴遭受的苦就像天上的星
星一样，多得数不清！
　　 1968 年，克松人根据克松庄园真实发生
的故事，自编自导了舞台剧《农奴泪》，剧中赤列
多吉一家被农奴主无情蹂躏的悲惨遭遇，把旧
西藏的黑暗展现得淋漓尽致。
　　“奴隶赤列多吉饥饿难耐，与狗抢食，被管
家毒打。他奋起抗争，结果遭受酷刑而惨死。妻
子嘎多精神失常，儿子达瓦和萨波伺机为父报
仇，最终也被农奴主折磨致死……”这是《农奴
泪》中的一段情节。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部家喻户晓的舞
台剧在西藏多地演出，常常引得观众失声痛哭。

　　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奴泪》被一代代克松
人搬上舞台，控诉着残酷的农奴制度下西藏人
民的血泪。

伟大的变革

　　 1959 年 3 月 28 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
散西藏地方政府，施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政
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此时，正在西南民族学院上学的丹巴见参主
动要求回藏参加平息叛乱，投入到社会调查工作
中。在克松，他深切感受到群众极端贫困的生活和
高涨的反压迫情绪。他在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

“克松的人民早已无法忍受农奴主的剥削和压迫
了，这里可以成为认识旧西藏农奴制本质的活教
材，成为教育全西藏广大翻身农奴的基地……”
　　最终，中共西藏工委综合考虑了历史和现
实的因素，决定在克松村进行民主改革试点。
　　 1959 年 6 月 6 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克松村 302 名衣衫褴褛的农奴第一次举起
双手，行使他们翻身作主的权利，选出西藏第一
个农民协会筹委会。7 月 5 日，农协会正式成
立，随后村民分得了祖祖辈辈盼望的土地。
　　当选农协会主任的尼玛次仁，站在一张满是
油泥的小桌上高声向群众讲道：“乡亲们！过去，农

奴主坐在桌子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今天，共
产党帮助我们解放了，我们从此站起来了！”
　　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占当
时总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拥有
了真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第一次分得了属
于自己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同年 12 月，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
在克松村成立。尼玛次仁、白玛顿珠、索朗顿
珠的父亲阿旺等 5 位村民成为首批党员。
　　在党支部和党员的带领下，克松人热情高
涨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他们种田地、修水渠、
办夜校……终于做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索朗顿珠见证了克松日新月异的变化，
他回忆道：“克松的共产党员在各个历史时期
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
　　 20 世纪 80 年代，克松利用距离城市较
近的区位优势，发展起城郊型经济。农奴的后
代土多买了村里的第一台东风卡车，成为村
里第一个万元户；达瓦次仁兴办了远近闻名
的粉条厂，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改革开放释
放出高原农民的发展活力。

远大的前程

　　 3 月的雅砻河谷，春回大地。

　　 16 日，克松社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春
耕盛典，200 余名群众盛装出席。在一片欢
呼雀跃中，16 台农机发出隆隆的轰鸣声，依
次向土地进发，平整的土地逐渐被犁出一道
道深深的垄沟，播下了青稞种子。
　　“春耕在西藏农民的眼中，是一年之中最
为隆重的农事活动。”73 岁的多吉说，现在，农
业机械化普及，农民再也不用亲自耕地了，外
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但每年春耕仪式还是能
吸引很多人回来参加。
　　 2020 年，克松社区采取群众自愿，把
83.5 亩土地流转给西藏自治区供销社下属
企业，用来种植蔬菜。土地流转后，社区 445
名劳动力中七成外出务工。同时，土地流转
费、田间劳务费和土地托管分红三项收入，
让百姓得到了实惠。居民洛桑旺久家去年
流转了 6 亩土地，有了空闲的他开始在市
区 跑 出 租 ，去 年 仅 这 项 收 入 就 达 1 0 多
万元。
　　克松社区目前党员队伍发展到 12 个支部、
168 名党员，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坚强战斗
堡垒。
　　“今年，我们准备再流转 140 亩地。”刚
刚当选克松社区党委书记的刚组告诉记者，
曾经被农民视为“命根子”的土地，如今变成
乡村振兴的“活资产”。
　　从旧社会为奴隶主耕作，到改革开放后
的土地承包，再到如今的土地流转，克松每一
次的土地改革都释放了生产力，提高了劳动
生产效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在克松投资近
4000 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建
设，整修排水、照明、绿化系统，修建便民服
务中心、农家书屋等，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2017 年，克松社区所有贫困户实现脱贫，
2020 年，社区人均年收入达到 2.5 万元，居
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新的飞跃。
　　“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克松准备
发展旅游产业，利用交通便利、红色文化以及
集体经济的优势，打造集餐饮、住宿、休闲为一
体的田园旅游产业，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刚组踌躇满志。
　　就读于浙江大学的白玛德庆，对家乡巨
大变化感慨万千：“克松这片红色的土地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骄傲。 
  我也在积极申请入党，争取学成归来为
家乡将来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藏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地：翻身农奴迎小康 　　当今，现代化军事武器不
断更新迭代。但是，看到 80 多
年前抗日战争中出现的自制

“土武器”，仍能给人带来深深
震撼。
　　它，就是“延吉炸弹”。
　　“1931 年末至 1932 年
夏，东满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抗
日根据地斗争中自主研发的

‘延吉炸弹’，让敌人非常恐
惧。”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博物馆馆员许永吉介绍，

“延吉炸弹”在东满抗日战争
中起到重要作用。
　　当时的“延吉炸弹”按照
大小与作用分为不同型号。三
号弹一般当作手榴弹使用。二
号弹比三号弹大一些，一般用
作进攻战。一号弹威力更大，
用于防卫战和爆破敌人碉堡。
　　许永吉说：“有了‘延吉炸
弹’，敌人非常害怕，我们可以
随时炸毁敌方的炮楼和汽车。”
　　“延吉炸弹”的名气让敌
人闻风丧胆，然而，它的研制
经历了艰辛的过程。
　　最初的“延吉炸弹”是根
据矿山中所用炸弹制成，声音巨大，但杀伤力不
强，敌人来了只能“吓一跳”，对其战斗力伤害不
大。因为朝鲜族群众喜欢吃辣，所以后来尝试把
辣椒面放入炸弹中。这种炸弹在室内爆炸后可
刺激敌人眼睛，让其流泪，但在野外爆炸效果还
是不好。此后大家又在炸弹中放置玻璃碎片、石
子，爆炸效果有所改善，但杀伤力只是略微增强。
最终发现，在炸弹中塞满生铁片，试验效果好于
手榴弹和手雷，大的炸弹可以炸毁敌人的汽车。
　　“延吉炸弹”一般由炸药、炸药筒、生铁片、
外壳、铁丝制成。因为当地有矿山，可以解决炸
药的来源。但最难解决的就是生铁片的来源问
题。游击队和群众开始主动拣些破铁锅和不能
用的锄头、犁铧等送给兵工厂，但还是难以充
足保证“延吉炸弹”的生产。面对敌人，当地百
姓义无反顾地砸破了自家做饭的铁锅。
　　在制造“延吉炸弹”的过程中，不少同志炸瞎
了眼睛，炸断了手臂。孙元金同志就是其中一位。
在制造炸弹的过程中火药爆炸，他双眼失明。
　　 1933 年在王隅沟抗日游击根据地保卫
战中，抗日游击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共 1000
多人，成功利用“延吉炸弹”抗击敌人超过
2000 人，并最终夺取战斗的胜利。
 （记者姜明明）新华社长春 3 月 2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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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黄明、常越）日
前，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表彰全军后勤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的通报》，对 10 个全军后勤工
作先进单位和 20 名全军后勤工作先进个人予
以表彰。

　　通报指出，近年来，全军部队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按照
打仗要求建后勤、用后勤，积极创新保障理念，
着力加强科学管理，精心组织供应保障，为练兵

备战、国防和军队改革、遂行急难险重任务等
提供了有力支撑，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
　　通报要求，全军部队和广大官兵要以
受表彰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榜样，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聚焦有效履行新

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坚持以战领建、抓
建为战，加快构建现代军事物流体系、军队
现代资产管理体系，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后
勤工作再上新台阶，努力开创建设强大的
现代化后勤新局面。

中央军委表彰全军后勤工作先进单位和个人
（上接 1 版）

“农家”变身，“玩”转黑科技

　　在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文昌阁
乡文西新村，小伙子马啸是一个名人。他毕业
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建筑系，2014 年，马
啸辞职回到麻阳，流转了 800 亩土地，创办了
佳森农场，开始种植有机稻。
　　“创业之初很艰难，但我认准了这条
路，相信不会错。”马啸告诉记者，他一开始
就决定摒弃传统的种粮套路。缺技术，他就
从农科院所请专家；田间管理跟不上，就虚
心向附近的种地“老把式”请教；对田地进
行改良，每年一次抽检化验，保证水土零污
染 ；主 动 将 产 品 送 往 国 际 权 威 机 构 进 行
检测。
　　到 2018 年底，马啸的投入开始产生效
益，水稻、鸭等产品逐渐盈利。去年开始，他
将大数据引入田间管理。“有了科技支撑，我
的农场四季都有产出，有大米、黑豆、大豆等
8 种粮食，辣椒、西兰花、胡萝卜等 9 种蔬
菜，树莓、樱桃、香瓜等 9 种水果，玫瑰、洋甘
菊、金盏菊等 8 种香草茶，还有鸭、鹅等家
禽。”
　　种粮人队伍从年龄结构到知识水平、学
历层次、资本背景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让古
老的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新活力。
　　操作无人机、尝试“共享农机”、用手机

“种田”……对于安徽省天长市“90 后”留洋
硕士平东林来说，这些父辈们想都不敢想的
事，在他手里都变成了现实。
　　平东林是天长市禾禾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的理事长，2017 年返乡承包土地，
2018 年 5 月注册成立合作社。“搞传统农
业，费了好大劲，还没有好效益。我就想着年
轻人要有年轻做法，把现代科技融入传统农
业，做好生态农业、订单农业、品牌农业。”平
东林说。
　　“这次雨季来之前，我们用无人机对小
麦、油菜进行了除草作业。”看着眼前绿油油
的小麦，平东林说，以 400 多亩油菜为例，以
前用传统喷雾机除草，需要 6 个人忙 2 天，现
在 2 个人操作 2 架无人机，半天就完工了。
　　平东林从去年起还尝试“共享农机”新
模式，跟南京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了一
个农机监管平台，在外地引进 60 台植保无
人机，加入自己所在的合作社，进行科学调
配监管，为周边农户提供社会化服务。平东
林对未来信心满满，“我相信，随着科技继续
进步，种田还会发生巨变，会有越来越多像
我这样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成为农田里的主
要力量。”
  （记者苏晓洲、周楠、周勉、姜刚、李雄鹰、
吴涛、崔俊杰）新华社北京 3 月 21 日电

　　新华社福州 3 月 21 日
电（记者陈弘毅）党史学习教
育 中 央 宣 讲 团 宣 讲 报 告 会
20 日在福建福州举行。中央
宣讲团成员、原中央党史研
究 室 主 任 欧 阳 淞 作 宣 讲
报告。
　　在报告中，欧阳淞紧紧
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
结合福建红色革命历史，全
面 准 确 地 讲 解 了 我 们 党 百
年 奋 斗 的 光 辉 历 程 和 历 史
性贡献，深刻阐述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目
标原则、重点任务和工作要
求。欧阳淞还从要以习近平
总 书 记 关 于 党 的 历 史 的 重
要论述为指导，认真研读党
史基本著作，全面了解中国
共 产 党 百 年 奋 斗 的 光 辉 历
程和历史性贡献，深刻把握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
学 懂 弄 通 做 实 习 近 平 新 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增 强“四 个 意 识 ”、坚 定“四
个 自 信 ”、做 到“两 个 维 护 ”
出 发 ，进 行 了 深 刻 阐 释 。福
建省党政机关干部、省委党
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理
论 工 作 者 、高 校 师 生 、省 属
企业职工代表等共 1.27 万
人 在 主 会 场 和 各 分 会 场 参
加了宣讲报告会。
　 　 宣 讲 期 间 ，欧 阳 淞 还
到 福 州 大 学 作 党 史 专 题
宣 讲 ，与 师 生 代 表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并 深 入 福 州 市 马
尾 区 滨 江 社 区 ，了 解 社 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开 展 情 况 ，与 基 层 干 部 群
众 代 表 现 场 互 动 问 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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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香港 3 月 21 日电（记者朱宇轩、林
宁）香港各界“撑全国人大决定 完善选举制度”
连线（简称“连线”）21 日宣布，逾 238 万名香港
市民参与其组织的线上、线下签名联署行动，支
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香港各界人士及团体 3 月 11 日成立“连
线”，发起宣传解读、全港大签名等系列活动。“连
线”总召集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在 21
日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超过 1300 个团体、逾
5300 名义工主动参与宣传活动，向市民讲解全
国人大有关决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派发了超过
140 万张宣传单。从 11 日开始至 21 日的 11 天
内，“连线”在街站共收集签名 1320422 个，剔除
重复和无效签名 108553 个，共 1211869 个；网上
签名共 1280550 个，剔除非香港本地 IP 和 IP 不
明签名 106687 个，共 1173863 个；合计签名

2385732 个。
　　签名行动为香港市民提供表达心声的平
台，香港市民不分年龄、职业，踊跃参加。谭耀
宗表示，自活动发起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立法会议员、政团及社团领袖纷纷带头签名，
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参加完全国
两会返港后，也第一时间赶赴街站签名，用实
际行动传递两会声音；香港妇女团体、青年团
体、学校学生、少数族裔等积极回应。
　　“连线”多位召集人也表达了他们对全国
人大有关决定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表示，让“一国两
制”这艘船行稳致远，第一件事就是负责驾船
的人要非常团结，我们要一条心，和国家的大
船队一起航行，为民族复兴作出贡献。

　　自行动发起以来，香港民建联在全港各
区设置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民建联主席李慧
琼相信，完善香港选举制度是大部分香港市
民的心声。她强调，香港需要拨乱反正，我们
不能再蹉跎岁月，而应谋划长远，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香港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强调，“爱
国者治港”理所当然，相信完善选举制度
后，香港可以选出有能力的爱国者，配合
特区政府贯彻行政主导，让香港在下一阶
段发展得更好、市民生活得更好。
　　香港工联会会长吴秋北、香港经民联主
席卢伟国、香港广东社团总会主席龚俊龙、香
港福建社团联会主席吴换炎等均表示，将坚
定支持全国人大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令香港长治久安。

逾 238 万香港市民签名支持全国人大决定

3 月 21 日拍摄的新闻发布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3 月 16 日，克松社区居民在参加春耕仪式。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