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通讯社主管主办 2021 年 5 月 19 日 星期三 辛丑年四月初八

今 日 1 2 版 　 总 第 1 0 3 6 7 期  /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 N  1 1 - 0 2 0 9 　 邮 发 代 号 1 - 1 9  /  新 华 网 ：n e w s . c n  新 华 每 日 电 讯 网 ：m r d x . c n

新华通讯社出版

新华社记者邹声文、郑良、
     林超、陈弘毅、秦宏

　　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等不朽篇章点亮了中
国革命的灯塔……
　 　 这 里 ，1 0 万 多 人 参 加 红 军 ，
2.6 万多人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仅
剩 2 0 0 0 人 ，松 毛 岭 保 卫 战、湘 江
战 役 … … 见 证 了 他 们 的 热 血
忠魂。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
悉和牵挂的地方：在福建和中央工
作期间，他先后 20 次来到这里，亲
自擘画发展蓝图；2014 年，他亲自
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开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装
再出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进入新时代，闽西老区人民牢记嘱托，
传承红色基因，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长征路上，2.4 万名闽

西子弟壮烈牺牲

　　【听烈士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今年清明，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
中复村 64 岁老人钟铁林，和当地 30
多位村民一起，来到千里之外的广西
全州，看望埋骨于此的亲人。
　　钟铁林的大伯钟兆煌，出生于
1903 年。“1931 年，大伯在中复村参
加红军，走后再无音讯。”钟铁林告诉
记者，数十年来，家人一直在找寻大伯
下落。
　　直到 2017 年，龙岩电视台一位记
者在广西拍摄了湘江战役英烈名册照
片，钟铁林在名册上终于看到了那个
熟悉的名字，才知道大伯当年血染湘
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故事背后的历史】
　　闽西龙岩、三明，是原中央苏区核
心区。土地革命时期，10 万多闽西子
弟参加红军，2.6 万多人参加长征，开
路先锋、断后阻击，血战湘江、强渡乌
江、飞夺泸定桥…… 2.4 万多人牺牲
在路上，平均一里路牺牲一名闽西

战士。
　　 1934 年底打响的湘江战役，为
掩 护 主 力 红 军 突 破 湘 江 ，主 要 由
6000 多名龙岩、三明子弟兵组成的
总后卫红 34 师几乎全部牺牲，他们
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主
任苏俊才告诉记者，在广西兴安县湘江
战役烈士英名廊上，找到了 400 多位
长汀籍烈士名字，只有 23 位烈士有后
代，其中 6 位有亲生子女，其余是亲戚
的子女过继到其名下。
　　闽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
上 有 着 特 殊 的 分 量。 上 杭 县 古 田
镇，白墙青瓦的古田会议旧址庄重
沧桑。1929 年 12 月，红四军党的
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确立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
引着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
　　在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的长汀

县，红军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服，有了
自己的斗笠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
厂；三明宁化，被称为“中央苏区乌克
兰”，是中央红军重要的给养和后勤保
障基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

不要忘记老区人民

　　【听总书记讲述红色故事】
　　闽西这片红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
熟悉和牵挂的地方。
　　 2014 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
军、军烈属等代表座谈时深情地说，

“闽西，我很熟悉。这是原中央苏区
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
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永远不
要忘记老区，永远不要忘记老区人
民。”

　　古田会议纪念馆馆长曾汉辉清晰
地记得，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瞻
仰古田会议会址、参观古田会议纪念
馆时，现场当起“讲解员”的情形。
　　“总书记对纪念馆内的展板、文物
和背后的故事都非常熟悉，在现场动
情讲述 6000 多闽西子弟血战湘江的
故事，给在场的同志上了一场生动的
党史课。”曾汉辉说。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不
同场合，都曾深情地回忆起闽西革命
故事。
　　【故事背后的传承】
　　“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下一
代”，在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 93 岁
老人钟宜龙家门口，张贴着这样一副
对联。
　　 1934 年 9 月发生在龙岩连城、
长汀交界的松毛岭保卫战，是红军长
征前最惨烈一战，上万红军战士坚守
松毛岭 7 天 7 夜，以牺牲数千人的代

价，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赢得了宝贵
时间。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钟宜龙
和村民一起，自发搜寻松毛岭保卫战
牺 牲 红 军 遗 骸 ，在 山 林 间 找 寻 到
3000 多具英烈遗骸，并妥善安葬。
60 多年来，钟宜龙每年都会去祭拜英
烈，并千方百计搜集这些无名烈士的
生平事迹。
　　 2016 年，在当地党委政府支持
下，钟宜龙将自家房屋改建成红色文
化展馆，将数十年来收集的红色文化
物件、松毛岭战役牺牲战士名册及生
平简介等陈列展示，每年吸引数千人
参观。尽管年迈体弱，钟宜龙每年仍
坚持给中小学生、党政参观团等讲述
当年红军的故事。
　　“我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现在的
好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和守卫的。”钟宜龙说，为了今天，他
们当年明知九死一生坚持参加革命，
我们不能忘记。 （下转 10 版）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18 日宣布：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 5 月 19 日在北京
通过视频连线，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
仪式。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

（记者马卓言、孙楠）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 18 日在回答有关中俄元首
将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
仪式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俄睦
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此
次活动是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年
内首次双边线上交往，对引领中俄
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
保持高水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赵立坚说，核能合作是中俄传
统优先合作领域，近年来发展迅
速，受到两国元首高度关注。2018
年 6 月，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核领域一
揽子合作协议，商定合作建设田湾
核电站 7 、8 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
站 3 、4 号机组。这是中俄迄今最
大的核能合作项目，代表着两国务
实合作的高水平。四台机组顺利
开工，既展示了中俄在高端装备制
造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合作成
果，也将助推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
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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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红色足迹

在福建省长汀县中复村拍摄的红军长征出发动员会微型雕塑（4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秦宏摄

  5 月 1 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观众在首都
博物馆观看 2021 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
会场活动宣传片。 新华社记者陈钟昊摄

  5 月 1 8 日，上海全市各文博单位推出种
类众多的“文博大餐”，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新华社记者刘亢、凌军辉
     蒋芳、王恒志
　　
　　为全国发展探路，是中央对江苏
的一贯要求。
　　 20 世纪 80 年代初，向小康奔跑
的目标悄然和江苏结缘。数十载先行
探路，这份最初的梦想已在江苏大地
上化作“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社会
文明程度高”的现实模样。
　　“强富美高”是幸福的密码，更是
奋进的路标。江苏以先行者的担当和
奋斗者的自觉，瞄准“争当表率、争做
示范、走在前列”新要求，起笔“强富美
高”新江苏建设的现代化篇章。

创新引领，筑牢“强”的底气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看江
浙。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紧邻浙江，
500 年前，这里以“日出万匹、衣被天
下”蜚声于世，如今则因走出两家世界
500 强企业引人关注。
　　 1992 年，27 岁的小镇青年缪汉
根接手不足百人的村办砂洗厂，日后
横跨石化、纺织、能源的创新型高科技
企业盛虹集团就此起航；
　　 1994 年，比他年纪更小的陈建华
从一家织造小厂起步，不断壮大的恒力
集团打破国外对 PX 和 PTA 两种原
料的垄断，建起全球产能最大的 PTA
生产基地和石化炼化一体化项目。
　　从“一滴油”到“一根
丝”，从坚守实体经济到掌
握核心技术、构建现代化
产业链……两个小镇青年

的创业轨迹，浓缩着一个制造业大省
的成长之路，也让“经济强”的标识分
外鲜明。
　　去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江苏交

出“双胜利”答卷：地区生产总值迈上
10 万亿元新台阶，制造业规模约占全
国七分之一，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进出
口总额、区域创新能力等连续多年居
全国前列……
　　强在数字涨，更胜在成色新、韧
性足。
　　江苏省发改委副主任林康介绍，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 2.82% ，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 65.1% ，涌现出未来网
络、“奋斗者”号万米载人潜水器、“神
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等一批重大
原创科技成果。
　　时节如流、奋斗如歌。新中国成
立 70 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江苏始终走在全国发展的前列。
　　进入新时代，江苏发展更早呈现出
新阶段特征，更早踏上充满挑战的壮阔
征程，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
展也成为这片土地最激越的篇章。

人民至上，增进“富”的福祉

　　走进有“多肉小镇”之称的宿迁市
沭阳县耿圩镇，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
地直播、配货、打包。
　　“现在每干一天就能拿到 90 元，
月底还有 200-500 元的奖金，每月
攒的钱比外出打工多。”姜如花一边娴
熟打包一边给记者算账。
　　就业是富民之本，创业是富民之
源。在富民工程带动下，江苏城乡居民

的工资性收入占比近 60%，
经营性收入占比达 15% 左
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
2.19：1。 （下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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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门古渡”变身“活力智港”

位于长汀的松毛岭战斗烈士纪念碑（4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陈弘毅摄

本报记者邵香云、宋瑞、周润健

　　明媚五月，渤海之滨、海河之畔，
再迎世界智能盛会。
　　以会兴业、以会引才，从 2017 年
举办首届世界智能大会，前四届世界
智能大会举办期间，天津共签署合作
协议 348 项，协议投资额近 3532 亿
元，吸引紫光云、360、麒麟软件等企
业纷纷落户滨海新区等区域，阿里巴
巴集团、联想集团、微医集团、91 科技
等行业龙头企业签约入驻饱含历史记
忆的小洋楼……
　　百年前，这座中国工业文明的先
驱城市，曾以“百个第一”见证了近代
中国由“弱”起步。现如今，这座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古渡”，正阔步迈向
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智港”，和中国
一起向“强”进发。

  智能科技引领 信创产

业跑出“加速度”

　　走进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的麒麟
软件有限公司，一面“专利墙”映入眼
帘，“这是我们多年来自主创新的‘成
绩单’。”公司副总裁李震宁一脸自豪。
　　麒麟软件的亮眼表现，是天津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简称“信创产
业”）“加速跑”的一道缩影。
　　 2020 年，麒麟软件落户天津，通

过百日攻关，实现重大突破。立足自
主创新，银河麒麟操作系统 V10 发布
后，企业的路越走越广，如今已形成近
2000 家的信创合作伙伴“生态圈”。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
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们力争构建更开放、更安全、支持多
种体系和架构的操作系统，以满足更
多智能化信息产品的需求，对国家的
信息产业发展形成战略支撑力。”李震
宁对未来充满了使命感。

　　在天津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展示
区，一幅大型“云图”展示着鲲鹏日
益扩大的“朋友圈”和日趋完善的生
态产业链。
　　“发展鲲鹏计算产业生态是华
为在天津的重要布局。”华为天津云
与计算业务部总经理齐平川说，“天
津给予我们连续 3 年、每年 6000 万
元专项资金的政策红利，正式运营
半年来，创新中心已与 90 多家企业
成为合作伙伴，完成 60 多个行业应
用解决方案，努力搭建起共建、共
享、共赢的多样性计算产业生态。”
　　 2 家全国芯片厂商、3 家大数
据库企业、1 家操作系统公司、113
家在用数据中心，飞腾、麒麟软件、
中科曙光、南大通用等一大批信创
龙头企业加速聚集……瞄准信息技
术应用创新产业，天津全力打造“中
国信创谷”的蓝图正逐步变成现实。
　　“当前，天津正在着力打造我国
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
主要策源地，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
向，大力培育发展新动能。”天津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继辉说。
　　作为中国北方工业重镇，天津
有着雄厚的制造业和科技研发基
础。为了培育新动能，让传统工业
基地保持活力，天津提出要谋划智
能科技产业战略布局，打造“天津智
港”。     （下转 10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