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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上海 5 月 12 日电（记者吴霞）上海
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黄浦
区，聚集了中共一大会址等众多红色遗址。
　　“乘客们，下一站，红色百年路……”5 月上
旬的一天，一辆红色双层巴士徐徐驶过中共一
大纪念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新渔阳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
事处纪念馆（周公馆）等红色遗址。露天巴士上，
小提琴手奏出一首首红色经典曲目，配合现场
的魔术、Rap 演唱等，引得路人频频驻足观看。

“没想到能在繁华的市中心用这样的方式和红
色故事‘不期而遇’，很惊喜。”一个叫张奕鸣的
小伙说。

　　徜徉黄浦区街头，“红色火种，从这里点燃”
为主题的 3 条红色历史微旅游线路，覆盖近 20
处红色史迹，吸引众多游客。一条名为“红色小
径”的红色旅游步行道即将建成，串联 13 处红
色景点；改造提升的 14 条市政道路，融入设计
元素，开发了人行导览系统……
　　打卡区内剧场，迎接建党 100 周年多媒
体舞台剧《红色的起点》正在上演，首届长三角
城市戏剧节展演 20 场 9 部红色大戏，“长三
角红色文化传承合作联盟”应运而生……
　　区委书记带头做客空中讲堂，卢湾高级中
学的师生们在 5G 全息智慧教室里与千里之外
的遵义同龄人同上思政课，孙中山故居上演实
景剧《共同的岁月》、上海历史博物馆推出情景
党课“梦想与奋斗”……在这里，红色历史融入
日常。

　　讲好红色故事，也要解好民心难题。距上
海外滩一步之遥的宝兴里小区，诞生过“新中
国上海第一个居委会”——— 宝兴里居委会。这
个百年里弄历经多次更新，但受制于空间逼
仄，居民身处“钻石地段”难享品质生活，是上
海旧城改造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2020
年，里弄不到半年就实现全部居民 100% 自
主搬迁，创下近年来上海大体量旧改项目当
年启动、当年交地的新纪录。
　　如今，“宝兴里旧改群众工作十法”正在
推广，推动黄浦区余庆里等其他 70 万平方
米中心城区旧改。“做好群众工作既是传承，
又是新的起点。”黄浦区委书记杲云说，“我们
把‘十法’的理念带到基层治理中去，让旧景
变成‘风景’。”
　　 2020 年，黄浦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约

2616.94 亿元，继续保持上海首位，靠的是高
质量发展。
　　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涉外经济持续为黄
浦区添砖加瓦。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
经济全面开花。作为上海商业桥头堡的“中华
商业第一街”，南京路步行街正积极打造“数
字人民币重点试验街区”，以数字化赋能商圈
升级，打响“上海购物”品牌，推动消费升级。
　　如今，经过修缮的中共一大会址已初露
芳容，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距离中共一大会址
不远的“新老渔阳里”，年轻人流连忘返；外
滩、人民广场、南京路、豫园、新天地等“打卡
地”游人如织……
　　上海黄浦区，正朝着超大城市中心城区
的发展标杆、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世界
级的“城市会客厅”稳步迈进。

上海黄浦区：“初心之地”绽放新风景
文明城市谱新篇

　　新华社西安 5 月 12 日电（记者陈晨、张
斌）初夏的一场细雨过后，延安市甘泉县象鼻子
湾村“雪地讲话”旧址前，几间新修缮的窑洞，迎
来八方游客。
　　 1935 年 11 月 5 日，就是在这里，大雪漫
天飞舞。面对 300 余名红军战士，毛泽东发表
了著名的“雪地讲话”，庄严宣告“长征以我们的
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旧址前的碑石上，记录着这次鼓舞人心的讲
话梗概：从瑞金算起，中央红军走过 11 个省，跨
过万水千山到达陕北，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勇，也存留在旧址

窑洞中的一张张图片、一份份史料中：天上每日
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
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险阻，但红军就是靠
着两只脚，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重重险阻，历
尽千辛万苦，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任务。
　　“长征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与奇迹！”旧址讲
解员吴晶介绍，在“雪地讲话”中，毛泽东鼓舞红
军战士说，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
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留下来的同志不
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
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完成
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时过境迁，毛泽东顶风冒雪发表讲话的那

个贫瘠的小村子，早已换了模样。站在村中眺
望，远山如黛，三五民居点缀其间，宛若一幅
晕染的水墨画。
　　 84 岁的村民贾生贵曾居住在旧址处的
窑洞里。几年前，他主动腾退旧窑洞，搬到
500 米外的一处民居内生活。
　　闲暇时，贾生贵总爱到旧址前散步，把爷
爷讲给他的故事，说给往来的游客。“当时村
里来了好多红军战士，他们到我家讨水喝，个
个都很有礼貌，对群众很尊敬。”他指着旧址
前的广场说：“红军就是坐在这里，在鹅毛大
雪中，听毛主席讲话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原馆长张建儒说：“长征

是一次传播理想信念的伟大征程。长征唤醒
了民众、鼓舞了人民，让更多人真正了解了红
军。长征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开创了中国革命
的新局面。”
　　 86 年前，“雪地讲话”提振了战士们的
士气；80 多年来，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催人
奋进。
　　“只有不断奋斗，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象鼻子湾村驻村干部高骥威说，目前全
村已经整村脱贫，去年村民人均收入达到
15900 元，村里还种有 1700 亩山地苹果，
300 多亩朝天椒，今年准备硬化入户道路，

“老乡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

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86 年前，这场“雪地讲话”论述了长征的意义

　　什么样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
的爱情？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铁军公园内，陈铁军
汉白玉雕像昂然挺立，她右手执卷，左手握
拳，坚毅的眼神中透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雕
像下，一群年轻人正举拳宣誓。
　　距此不远处的佛山市铁军小学门口，也
矗立着一尊陈铁军的半身塑像，其双目炯炯
有神。“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学习陈铁军
烈士的事迹。”铁军小学校长张丽琴说，引导
学生传承以铁军精神为内核的红色基因，扣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已融入学校的办学
理念。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 年出生在佛
山一个归侨富商家庭。1920 年，陈铁军进入
季华两等女子学校（现佛山市铁军小学）就
读，逐渐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4 年，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现中山
大学）文学院预科就读，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
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当中。1925 年上海“五卅
惨案”爆发后，陈铁军参与了广州六二三反帝
爱国大游行。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和
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她更加坚定了共产主
义信念，把自己的名字由陈燮君改为陈铁军，
表示与旧我的决裂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
决心。

　　 1926 年，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
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长、省港罢工劳动妇女学校教务主任。她脱去学
生装，换上大襟衫、阔脚裤，深入基层开展革命
工作，并到“平民夜校”为工友们上课。
　　 1927 年 4 月 15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
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陈铁军不顾个人安危，
化妆成贵妇潜入广州柔济医院，及时将反革命
政变消息通知正在住院的中共广东区委妇委书
记邓颖超，使其安全撤离。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铁军被学校开除，
来到香港。同年 8 月，陈铁军接受组织安排，与
周文雍假扮夫妻，一起返回广州恢复党的工作，
并为广州起义作准备。
　　周文雍，1905 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925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
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
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租了一间屋子，建
立党的秘密机关，开展革命工作。1927 年 11 月
1 日，周文雍率领数千工人包围汪精卫公馆，要
求释放被捕工人。在请愿示威游行中，周文雍被
捕入狱。广东省委随即成立营救小组，陈铁军直
接参与筹划和营救行动，并顺利将周文雍从监
狱中营救出来。在共同的革命工作和营救行动
中，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

　　 1927 年 12 月 11 日凌晨，广州起义爆
发，并于当日上午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
立，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
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但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
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与
陈铁军撤离到香港。
　　 1928 年初，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
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并再次按照
组织安排，与陈铁军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
党的机关。因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同时
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敌人使用了“吊飞机”“老虎凳”
等酷刑，但周文雍和陈铁军始终坚贞不屈，没
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在牢房里，周文雍
在墙壁上写下壮烈诗篇：“头可断，肢可折，革
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
群裂。”
　　被押赴刑场前，周文雍提出一个要求：与
陈铁军拍一张合照。照片中，两人立于牢门
前，神情自若，视死如归。
　　 1928 年 2 月 6 日下午，两人被押往广州
东郊的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两人沿途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临刑前，他们决定将深埋在心底的爱情
公布于众，并庄严宣布结婚。刑场上，两人并
肩屹立，英勇就义。刑场成为礼堂，反动派的

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
　　在陈铁军的家乡佛山市禅城区，近年
来大力弘扬新时代的“铁军精神”，并结合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学铁军、做铁军、建铁
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
全区党员干部自觉把铁军精神融入血脉，
并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不断从中汲取前
进的力量。”禅城区委书记黄少文说。
 （记者刘宏宇）新华社广州 5 月 12 日电

陈铁军周文雍：刑场上的婚礼

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的留影。 新华社发

　　青山碧水、青砖黛瓦，位于湖南衡阳县
洪市镇明翰村的夏明翰故居，参观者络绎不
绝，有的还在故居前坪上起了“微党课”。如
今，这里成为当地热门的党史学习、红色旅
游目的地。
　　衡阳县渣江镇村民杨华娥带着 5 岁女
儿，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夏明翰故居。她说：“看
到他们受过的苦，再看我们享受的福，更加感
到要大力弘扬革命先烈的精神，让更多人知
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
战士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出生于
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12 岁时随全家回到
家乡衡阳。少年夏明翰贴近劳苦大众，表现
出对国外列强的强烈不满。有一次他和母亲
途经汉口时，看到滔滔长江上悬挂外国国旗
的船舰横冲直撞，心中无比愤慨，当即写下

“国耻恨难消”的诗句。
　　 1917 年春，夏明翰违背祖父意愿，怀

着“工业救国”梦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
工业学校。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
们走出校门，开展了抵制日货等一系列爱国
运动。
　　 1920 年，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1921 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
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
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代表人力
车夫向当局严正表明“我们反加租，我们要活
命”立场，领导工运取得胜利。
　　 1924 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
负责农委工作。1926 年 2 月，他到武汉任全国
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
讲习所秘书。1927 年 6 月，夏明翰回湖南任省
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同年 7 月，大革命失败
后，他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 月，湖南省委派他
兼任平（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
农民暴动。
　　 1928 年 1 月，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到湖北
省委担任领导工作。1928 年 3 月 18 日，由于叛
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3 月 20 日清晨，被押
送刑场。行刑之前，敌人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

说，他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年仅 28 岁的夏明翰写下了那首气
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的 3 月 22 日，弟弟夏明震
在湘南暴动中英勇献身。同年 6 月，妹妹夏明
衡面对敌人的抓捕，殉身成仁。弟弟夏明霹、
外甥邬依庄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夏明翰的妻子郑家钧
专 程 赴 武 汉 凭 吊 ，满 怀 深 情 地 作 七 律 一
首，其中写道：“白骨推波卷巨浪，丹心永
照后来人。喜见今朝乾坤赤，英魂含笑看
朝晖。”
　　近年来，衡阳县以“高扬主义真，当好后
来人”为主题，举行了一系列群众性纪念活
动。在夏明翰故居不远处，新建的“夏明翰党
性教育基地”庄严大气，里面有“信仰是光”

“信仰是铁”等主题展览。大厅里，红砂岩雕塑
的革命先辈群像迎面“走来”，上面是六个浮
雕大字———“铁一般的信仰”。
　　中共衡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志春

说，夏明翰用生命谱写了一首信仰赞歌，是
共产党员永远的榜样。学习夏明翰，正是为
了不忘初心，开创美好未来。
 （记者白田田）新华社长沙 5 月 12 日电

夏明翰：丹心永照“后来人”

数风流人物

　　（上接 1 版）正常年景下粮食年产量保
持在 760 亿斤以上！“十四五”时期努力迈上
800 亿斤新台阶！一项项保护举措，让吉林
省底气十足地立下端稳中国饭碗的“军令
状”。
　　 2021 年，吉林省粮食播种面积将达
8550 万亩以上，推广保护性耕作 2800 万亩，
比 2020 年增加近 1000 万亩。
　　黑土地保护依然任重道远。“既要看产
量，更要看未来。”吉林市农业农村局种植处
处长高喜闻说。这位“老农业”语气坚定：“保
障粮食安全，丝毫不能懈怠。”

农村变了：产业兴旺更吹文明新风

　　暖棚里，木瓜、香蕉茁壮成长，孩童嬉戏
玩闹；暖棚外，稻田一望无际，农机来回奔
忙。立夏刚过，永吉县玉华村的宇峰现代农
业种植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
　　玉华村和企业合作建起生态观光园，吸
引了不少游客。“亲手摘下的水果，孩子们吃
得特别香甜。”市民刘晓鹤说。民宿度假、特色
餐饮、采摘体验等项目齐上阵，热闹的园区吸
纳了 1000 多位农民做季节工，每年人均增收
3 万多元。
　　富饶的乡村形形色色，兴旺的道路各有
不同。
　　稻田边，摄像头清晰记录长势；屏幕
上，生长数据一目了然；太空中，卫星实时
回传气象信息……在吉林市昌邑区大荒地
村，现代的农业生产方式让这里的大米驰
名全国，每户农民年收入超过 10 万元。这
座曾因大片荒草甸而得名的村庄，变得富
足又美丽。
　　从分散经营到集约发展，从单纯种粮到
多产融合，乡村越来越兴旺。
　　 2015 年以来，吉林省专业合作社从 6.3
万 个 增 至 9 万 多 个 ，各 类 农 业 龙 头 企 业
2000 余家，产业化经营给乡村振兴带来源
源动力，促进农民增收 76 亿元。
　　人气旺了，产业兴了，热闹的乡村也变
美了。
　　院墙矗立在村道两旁，农家院错落有致，
绿植抽出嫩芽，把村子点缀得生机勃勃。走进
长春市九台区其塔木镇解放村，仿佛步入江
南小镇，令人赏心悦目。
　　可就在前些年，解放村环境还很脏乱，天
气热时进村要捂着口鼻。“变化太大了！在外
几年的村民，回来都找不到家。”解放村党支
部书记于刚笑着说。
　　从“垃圾围村”到焕然一新，乡间吹来徐
徐新风。
　　近年来，吉林累计清理农村生活垃圾
5 0 0 余 万 吨 ，清 理 整 治 庭 院 2 3 6 万 户 ，
9 0 % 以 上 的 行 政 村 达 到 了 清 洁 干 净 的
目标。
　　脏乱的乡村换了模样，但还远未到终点。
一些偏远村庄的道路坑洼，一些脱贫产业还
未完全巩固，现代农村的建设，仍需久久
为功。

农民变了：努力争当现代“新农人”

　　过去五年，吉林省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战
贫困，全省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
10.3%，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扭秧歌、编舞蹈、排节目……在白城市大
安市永强村，姚井珍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她带
领村民创作节目，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表演
一次。
　　可谁能想到，笑口常开、能歌善舞的姚
井珍，曾是个贫困户。“日子不好过，哪有心
思快活。”姚井珍笑着说。在扶贫政策的帮助
下，姚井珍养起“扶贫羊”，在院子里种上了
可以增收的万寿菊，每年还能得到光伏发电
的分红。
　　每逢夏秋时节，万寿菊花开正艳，像极了
村民们的笑脸。五彩斑斓的村庄，映衬着大家
多姿多彩的生活。
　　生活好了，农民们的眼界宽了，越来越
多 的“新 农 人 ”使 吉 林 的 乡 村 振 兴 更 有
动力。
　　卖余粮、备春耕，榆树市增益农机种植合
作社负责人马占有忙得“脚打后脑勺”。“要低
头种地，还得抬头看天，市场要什么，咱就种
什么。”马占有说，他收到的订单遍布全国，玉
米供给天津的饲料企业，大豆卖给上海的豆
制品企业。
　　春耕时节，32 岁的曹曦穿梭在大棚
里，察看水稻秧苗长势。这位毕业于英国知
名大学的年轻人，是田间地头里一个“特别
的存在”。刚回到吉林市船营区大绥河镇
时，乡亲们都说，小伙子高学历，种地“白瞎
了”。
　　承包稻田、打造品牌、直播卖货……金
融专业出身的曹曦，把农事打理得井井有
条。销路好了，分红多了，村民“服”了，家人
笑了。他说，务农，是一份可以坚持一生的
事业。
　　智慧农业，需要人；集约发展，需要人；乡
村旅游，需要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的战略转变，越来越多“新农人”在黑土地上
茁壮成长。
　　新时代，新征程，新机遇。
　　为了牢牢端稳中国饭碗，为了农民收入
持续增长，为了乡村振兴更加有力，如今的吉
林，正在争当现代农业排头兵的道路上不断
奋进！
         （参与采写：薛钦峰）
     　　新华社长春 5 月 12 日电

夏明翰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