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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
京 3 月 29 日
电党史学习教
育 领 导 小 组
29 日在京召
开各省区市党
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负责同
志座谈会。中
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
部长、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黄坤明
出席会议并讲
话，强调要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和指
示精神，全面
落实党史学习
教育总要求，
坚 持 守 正 创
新，突出工作
重点，不断巩
固和发展党史
学习教育良好
态势。
　　黄坤明指
出，党史学习
教育基础在学
习、目的在教
育。要引导党
员干部深入系
统学习党的历
史和党的创新
理论，坚守为
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
抓住推进马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开拓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这
条红线，始终
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面思想之旗、精神之旗。要
广泛开展面向基层的宣讲活动，在全社会精心组织“四
史”宣传教育，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网络渠道讲好红色故
事，以优良作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
　　黄坤明强调，要强化领导责任，加强精准指导，注重
总结提升，充分发挥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抓好
党史学习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各
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负责同志，各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部分省区市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

　　新华社西安 3 月 29 日电（记者许祖华）党史学习教
育中央宣讲团宣讲报告会 29 日上午在陕西省西安市举
行。中央宣讲团成员、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
长闫建琪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闫建琪紧紧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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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学懂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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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个方面，对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重点内容和工作要求作了
深入讲解和系统阐述。
　　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陕西省级部门、省属
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老干部、国有企业职
工、高校师生代表等在主会场聆听报告，各市（区）设分
会场。
　　 28 日下午，闫建琪在陕西师范大学与青年师生代
表座谈，就师生代表提出的如何将党史学习教育有效融
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答；29 日下
午，闫建琪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同基层干部群众进
行了互动交流。
　　新华社沈阳 3 月 29 日电（记者李铮）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29 日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举行。中
央宣讲团成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
教研部主任曹普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曹普系统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历史的重要论述，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贡献，充分解读了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重大意义。曹普还从进一步感悟思想伟力，增强
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进一步把握历
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
史主动；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识，始终保持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等 6 个方面阐释了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点。曹普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
继续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上下功夫，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辽宁省党政机关干部、部分国有企业职工代表、高校
师生代表、党史学习教育省委宣讲团成员共计 1.2 万余
人，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了报告会。
　　 29 日下午，曹普还来到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鼓
风 机 集 团 ，同 青 年 教 师 学 生 、一 线 工 人 代 表 互 动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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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内罗毕 3 月 29 日电(记者杨臻)
“中国的成就并非一夜之间取得的。”肯尼亚
执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拉斐尔·图朱日前在
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卓越领导
力是中国共产党屡创中国发展奇迹的要诀。”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图朱
表示，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成为拉动世

界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提前 10 年实
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
目标。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是不折不扣的

“中国奇迹”，这样的奇迹为非洲国家发展
带来启迪。
　　在图朱看来，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离不
开从严治党。中国共产党敢于不断自我革
新、自我净化，不断完善纪检监察体制，让
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中
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强

大生命力的一个关键。
　　图朱说，中国在民族团结方面的成功
经验对于非洲国家很有借鉴意义。他强调：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中国的民族团
结政策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图朱还认为，非洲国家要实现自己的
现代化梦想，需要继续在工业等领域深化
非中合作。
　　今年 61 岁的图朱曾是肯尼亚知名媒
体人，当过新闻主播、制片人和导演。2002

年，他进入政坛，曾担任新闻部长、旅游部
长和外交部长。2017 年，他担任肯尼亚执
政党朱比利党总书记，2018 年他被肯尼
亚总统肯雅塔任命为不管部长。

“卓越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屡创奇迹的要诀”
访肯尼亚朱比利党总书记图朱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

在陕西辽宁举行报告会

一件手稿，揭开生死转折之谜

　　 8 页纸，4000 多字，蓝墨水钢笔手迹。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珍贵的手稿档
案。这份名为《（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手
稿，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成文时间，却成为了解
遵义会议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手稿是如何被发现的？作者究竟为何人？
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1956 年，有关方面从莫斯科接收回来一
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文件，这份手稿便
是其中一件。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

“（甲）”。“（甲）”是什么？至今未知。
　　为了查明作者，有关方面先是将手稿复
印件送给当时在北京的遵义会议参加者，但
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于是，手稿又送往当时身在杭州的陈云。
　　“他说，‘这是我写的！’”当时担任陈云秘书

的朱佳木回忆，“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经陈云证实，这份手稿是他在遵义会
议后为向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写的传
达提纲，又在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有
关情况时带到了莫斯科。
　　遵义会议的日期是哪几天？出席者都
有谁？……陈云手稿的公开，一下解开了许
多历史谜团。
　　“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手稿
如是记录。
　　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
会议是 1935 年 1 月 15 日开始。“经过三
天”，也就是 1 月 17 日结束。至此，遵义会
议的日期查明了。
　　手稿还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
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
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
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
都参加。”
　　根据这段话，历史学者们确定了遵义

会议总共 20 位出席者的名单。这 20 人，在
一间仅有 27 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
里，作出了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的关键抉择。
　　当时，红军已被迫离开中央根据地 3 个
月，屡次失利，濒临绝境。此前，由于“左”倾教
条主义错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
不得不于 1934 年 10 月开始长征。在通过国
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后，红军已由出发时的
8 万多人锐减为 3 万余人。
　　红军怎么办？革命怎么干？
　　手稿明确记载：“这个会议的目的是
在：（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
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
（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
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这份珍贵的手稿，详细记述了遵义会议
主要议题及决定。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
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

“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

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红军很快跳出国民党军
队的包围圈，1936 年 10 月实现胜利大
会师。
　　对于遵义会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

“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它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解决自己的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在政治上逐步走向成熟。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80 多年后的今
天，当我们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凝望一面
红墙上书写的“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
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大字，直抵心底
的，是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走向胜利的历史必然。
       （记者于文静、谢希瑶）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
频报道《全球连线丨“卓越领
导力是中国共产党屡创奇迹
的要诀”——— 访肯尼亚朱比
利党总书记图朱》。

　　新华社南宁 3 月 29 日电（记者向志强、
徐海涛、陈一帆）中国西南山区，群山连绵起
伏，穿越其间的铁路线宛如画笔，不断描绘出
日新月异的新图景。
　　任忠德、曹之耀、尤永旭、林斌、丁志
中——— 这 5 个名字是这张变化图景的小小

“注脚”。他们都是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
公司（前身为柳州铁路局）柳州机务段的火车
司机，是代代相承的师徒，最大的今年满 100
岁，最小的 34 岁，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
份——— 中国共产党员。
　　从“20 后”到“80 后”，从蒸汽机车、内燃
机车、电力机车、“和谐号”到“复兴号”，从抗美
援朝战场、安全行车一线再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前线……他们驾驶着不断提速的列车驰骋
向前，也在一次次考验中践行着初心与使命。

热血青年与他的蒸汽机车

　　任忠德居住的小区靠近铁路线，列车轰
隆而过，在很多人听来是噪音，于他却是最熟
悉而动听的声音，时常会把他的思绪带回到
那些或苦难或激昂的岁月。
　　老家在湖南邵阳的任忠德幼时家贫，12
岁才走进学堂，因为穷念完小学便退学四处
讨生活，直至 1940 年经人介绍进入广西铁
路部门当材料长工。
　　“那时候觉得每天有事干、能填饱肚子就
是好日子。”任忠德说，战争打破了这一切，他
被迫外出逃难。日本投降后，任忠德回到原单
位，先后从事擦车夫、司炉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任忠德获得了难得的文
化和业务培训机会。1950 年，他通过努力拿
到了驾驶证，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彼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需要大量铁路
职工运输物资、修建铁路等。1951 年，一听到
号召，刚满 30 岁的任忠德迫不及待地请战。

“我天天把抗美援朝预备队证明牌揣在兜里，
等了一批又一批，终于在光荣榜上找到了自
己的名字。”
　　战场上，任忠德开着蒸汽机车在战火中
穿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运送物资。“我们白
天潜伏，晚上出动，怕蒸汽机车炉腔内的火光
被敌军发现，就把机车包起来摸黑前行，遇到
敌机轰炸就躲在机车下藏身。”谈及当年战争
情形，老人言语流利、目光炯炯。
　　冬日战场寒风刺骨。任忠德回忆，战事频
繁、工作危险、物资匮乏，身上穿着几公斤重
的棉衣，一穿数月都脱不下来。洗不了澡，就
涂点痱子粉凑合；粮食吃完了，就用热水浇开
大颗的粗盐来充饥。
　　枪林弹雨中，危险时刻相随。躲飞机、避
炮坑，任忠德驾驶的机车仍因遭遇袭击遭到
过 3 次严重破坏———
　　第一次，机车锅炉被穿甲弹打穿；
　　第二次，行进途中遭遇袭击，机车损坏；
　　第三次，在完成任务退乘时遭遇炸弹爆
炸，冲击波将任忠德抛出 10 多米远……
　　当任忠德苏醒过来时，已躺在医院的病

床上，这次袭击导致他颅脑及内脏严重受
损。经过紧急抢救后，鉴于当时前线情况和
他的病情，任忠德被安排回国治疗。
　　回国后，休养好的任忠德再次驾驶着
火车驰骋在路上。1956 年，他在执行运输
任务时遭遇山洪，同伴当场殉职，他本人也
身负重伤，不能再担任火车司机。
　　“我的命是党组织给的，我不能让国家
养着我，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58
年，任忠德甩掉拐杖，主动找到单位要求工
作。机车验收员、线路值班员……在不同岗
位上他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并因为表现
优秀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是共产党
给了我新生活。”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老人
感慨，自从入了党，心里就有了主心骨。

从一块怀表到一把检点锤

　　今年 80 岁的曹之耀，有一块珍藏了 50
年的怀表，是师傅任忠德送给他的。“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尽力而为，这是师傅教我的。”
　　来自大山沟的曹之耀，过去家乡没有铁
路经过。当他第一次从电影里看到火车轰鸣
的场景时，就下决心要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20 世纪 60 年代，曹之耀如愿戴上火车司机
帽子，开始在湘桂铁路、焦柳铁路跑车。
　　在严寒、酷暑中出勤，对曹之耀而言是
家常便饭。“夏天时，被褥和床垫都被汗浸
湿，到了冬天，挡风玻璃上的水直接凝结成
冰，人冻得直打哆嗦。”他说，司机常常要把
头伸到窗外瞭望，狂风、烈日和暴雪直往脸
上“招呼”。
　　退休后的曹之耀，用另一种方式延续

对火车那份难舍的情怀。凭借跑车经历，他
仿照自己驾驶过的火车，雕刻出栩栩如生
的火车模型。“现在我还常常梦见自己在开
火车，这是我挚爱一生的职业。”曹之耀说。
　　“一里四个坡，弯道隧道多，铁路穿山
走，火车云中过”——— 这是 20 世纪 90 年
代黔桂铁路的真实写照。曾跟随师傅曹之
耀学习过驾驶技术的尤永旭，驾驶着火车
在这片大石山中穿行。
　　黔桂铁路拉易车站附近，曾有段“龙
头”和“龙尾”咫尺相望的“回龙道”，被称为

“悬崖边的线路”。“这段线路坡度陡、弯道
多，塌方落石多，瞭望距离仅有两三百米，
驾驶难度极大，但我们创造了安全无事故
的优异成绩。”尤永旭说。
　　焦柳铁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之一，怀
化至柳州段曾是这条线路唯一的非电气化
区段。“线路上有个彭莫山隧道，坡度非常
大，需要内燃机车助力‘推火车’，2 台机车
同时工作，隧道里烟雾滚滚，还需要佩戴防
毒面罩。”尤永旭说。
　　如今，焦柳铁路已实现全线电气化，尤
永旭仍在铁路上“奔波”。师傅曹之耀亲手
制作送给他的检点锤，他一直珍藏着。“平
稳 操 纵 、安 全 正 点 ，是 火 车 司 机 的 天
职。”——— 师傅当年的叮嘱犹在耳畔。

克难前行的“加速度”

　　 20 世纪 90 年代末，怀揣着对火车司机
这一职业的憧憬，林斌进入铁路部门工作。
　　 2008 年冬天，一场特大雪灾袭击南
方。交通运输受阻，大批旅客滞留，电力机
车无法工作……为保证内燃机车正常运

转，林斌和同事到贵州一个小站坚守了 20
多天，定时给机车加温，确保水管管路不结
冰。“当时天气寒冷，到处停电，我们住的公
寓没水没电，只能打井水解决吃饭问题。”
　　进入高铁时代，林斌成为广西第一批
动车组司机。“第一次驾驶动车时，是我人
生中最自豪的时刻。”林斌说，现在驾驶环
境和条件好多了，但安全意识时刻不可放
松。“对于动车组司机而言，哪怕一个很小
的失误，也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和师傅林斌的经历十分相似，出生于
1987 年的丁志中既经历过重大突发事件
的考验，又感受着高铁时代的自豪。
　　 2020 年春运，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柳
州机务段成立党员突击队，号召动车组司
机驰援疫区线路。
　　“我是党员，又是湖北人，责无旁贷。”
在请战书上按下红手印时，丁志中想起了
年少时的场景：1998 年，家乡发生特大洪
涝灾害，危难时刻，当地组织的党员突击队
挺身而出，扛着沙包组成一道道人墙，挡住
肆虐的洪水。“那一刻，我就下定决心，要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
　　作为一名动车组司机，丁志中的抗疫

“战场”在司机室。在驾驶过程中，他戴着手套
的双手积满汗珠，脸也因为戴口罩而留下深
深的痕迹……在 96 天的时间里，他和突击
队队员出乘 1120 趟次，行驶 34 万多公里。
　　 2020 年底，新型“复兴号”动车配属
南宁局集团公司，丁志中成为广西首批“复
兴号”动车组司机。“这款车是我开过的第
13 种动车，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为旅客带来
更加舒适的出行体验，作为火车司机我特
别自豪。”丁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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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机务段的 5 名火车司机师徒合影（2 月 7 日摄）。左起：丁志中、曹之

耀、任忠德、尤永旭、林斌。                       新华社发（江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