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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通讯社出版

  4 月 4 日，游客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踏青
赏花。时值清明假期，人们来到户外踏青、游
玩，享受春光。   新华社发（刘淮宇摄）

  4 月 4 日，位于浙南山区的丽水市景宁
畲族自治县出现云海景观，美不胜收。
        新华社发（李肃人摄）

新华社记者任沁沁

  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殷红染遍
大地。
　　清明前夕，甘玉琴来到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烈士陵
园。“每年此时，我就来看看哥哥和
他的战友。”
　　春风中，陵园中的 3 座烈士坟茔
若隐若现。甘玉琴用手一根根拔除墓
周的杂草。一如过去的十四年。
　　 2007 年 3 月 25 日，在中缅边境
的一场缉毒战斗中，罪恶毒贩用子弹
穿破甘祖荣的胸膛，鲜血洒在祖国边
关。一同倒下的还有战友徐胜前、白
建刚。
　　哥哥牺牲 8 个月后，远在贵州的
甘玉琴参军入伍，来到哥哥战斗过的
地方——— 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
检查站，在异乡陪伴哥哥至今。
　　“二哥，想你的时候，我就翻你的
相片，期盼梦里与你相遇……其实，我
知道你真的走了，走在山花烂漫的三
月。”她提笔写信，遥寄思念。
　　今年除夕，夜幕降临，村子里鞭炮
声响起。母亲走出家门，站在门前的核
桃树下泣不成声，回屋把甘祖荣的遗
像抱在怀里不放手。万家团圆的时刻，
一家哭成泪人。
　　“这棵核桃树下，有我们难忘的童
年，大哥带着你和我爬树捉知了、捣鸟
窝、掏鸟蛋。还记得，你最后一次探亲

返部队时，站在树下，紧紧握着母亲的手笑言：‘妈，你的
100 根白发中，有 99 根定是因为牵挂我而变白的。’谁能
想到，这竟是母子间的生离死别。”回忆间，泪湿纸面。
　　甘祖荣入伍七年间，共回家探亲三次，真正与家人团圆
的日子不足一个月。在祖国的边防线上，他从士兵成长为班
长、边防警官。
　　在烈士精神的感召下，甘玉琴成长为木康边境检查
站女兵班的缉毒能手，立三等功 1 次。2019 年，她实现
了“橄榄绿”到“藏青蓝”的转身，成为移民管理警察，在
户拉边境派出所继续扎根、守护边关。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她主动申请到边境一线支援，一
待数十天。每日凌晨下勤时，不到一岁的女儿早已入睡，只
能看看照片视频以解相思。
　　面对辛苦、风险，甘玉琴无怨无悔。“这没什么，每个人
都很辛苦，守边不需要讲条件。”
　　哥哥的鲜血洒在了边关，唯有沿着他的足迹努力前行。
　　同为英雄妹妹的尹铭燕，和甘玉琴一样，是云南德宏边
境管理支队女民警，奋战禁毒一线十余年。
　　 1997 年 8 月 3 日，哥哥尹铭志在抓捕毒贩时，同多名
手持凶器的毒贩英勇搏斗，身中十余刀依然紧紧抱住毒贩
不放，最终壮烈牺牲。
　　“为了缉毒事业，发自己的一份光，负自己的一份责
任。”为哥哥整理遗物时，看到日记中的这句话，尹铭燕毅然
参军入伍。
　　 1998 年 12 月，尹铭燕接过哥哥的钢枪，成为边防
战士。
　　面对穷凶极恶的亡命之徒，她未曾惧怕；禁毒斗争一
线，她与战友们分析案情，开展专案侦查、抓捕、取证、审
讯……
　　“边关多查一克毒，内地人民就少受一分害，坚决同毒
贩斗争到底！”她誓言。
　　春天里，尹铭燕也写下对哥哥的思念。
　　“哥，尽管你已离开多年，但我感觉你就在我身边。每当
遇到困难、感到迷茫，想起你就有了力量。”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一次，我愿同你一起去完成当年
那天的缉毒任务。”这是两位英雄妹妹共同的心声。
　　清明时节，木棉花瓣飘落，仿似英雄的鲜血染红大地。
　　在弥漫着思念的人间四月天。无法寄达的信，化作生者
前行的力量。       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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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记者董博
婷）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层展厅内，森
然兀立的绞刑架前，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久久伫立。
　　老人是李宏塔，1927 年的那个春天，
他的爷爷李大钊一袭长袍，神色泰然，阔步
走上这个绞刑架。在绞索下完成了自己人
生最后一次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
天 绞 死 了 我 ，就 绞 死 了 伟 大 的 共 产 主
义……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
到光辉的胜利！”
　　“在清明节这样特殊的时刻来到党史
展览馆参观，更加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老一辈革命家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
要珍惜当下。”李宏塔目光沉静坚毅。
　　得知清明节期间，有很多学生和青年
人前来观展，李宏塔感慨道：“每一代人有

每一代人的责任，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了解党的历史有助于他们成长为
有理想、有志向、有担当的新一代。”
　　仰望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前来参观
的李紫钰眼中泪光闪动。她说：“穿越百
年，我们新一代年轻人已在李大钊梦想的
那个新中国幸福成长，继续建设赤旗的世
界。红色精神代代相传，不曾泯灭。”
　　还原长征场景的“4D+6 面”全景影片
让北京八中学生平洛嘉印象深刻：“当红军
的队伍蜿蜒在沼泽地，我看到队伍中一位
战士背着一个孩子奋力前行，我一下子身
临其境，集体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给我巨
大震撼。影片结束后，我和我的同学依然
沉浸其中，久久不能平静。”
　　“看着仿真凌空除险作业场景，我理解
了为什么红旗渠能被称为‘世界奇迹’，那

是顽强的中国人民用落后的钢钎和小推车
创造的奇迹。”
　　……
　　清明节期间，北京八中组织 530 名学
生来到党史展览馆参观。“清明时节组织
学生来此缅怀革命先烈，切身感受党领导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先辈们
高尚的品格激发和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八中校长王俊成告诉记者，教育
的使命是立德树人，为党为国育人育才。
　　“参观过程中，班上的同学们和我交流
时，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心潮澎湃。”历史老
师唐晓春说，“很多内容课上都领着学生背
了很多次，但是来参观后，同学们的感受明
显不一样。在这里，学生们能够直观地感
受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国家日新月异的
变迁，从中汲取力量。”

　　据党史展览馆工作人员介绍，自开馆
开展以来，有 10 万多名师生来学习感悟
党史，总参观人数已破百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自强的民族生
生不息！”
　　“这世间总有一条路，走上去就知道自
己永不孤单。”
　　“愿中华民族的明天更加美好，人民更
加幸福，国家更加繁荣昌盛，社会更加和谐
稳定。”
　　……
　　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一声声对祖
国未来的祝福，快速填满着馆内新换上的
四本留言簿。
　　馆外，东风吹拂，天清地明，学生们在

《旗帜》雕塑前合影留念，追思中，是无限生
机与希望。

抚今追昔，于党史中汲取新的力量
清 明 节 中 国 共 产 党 历 史 展 览 馆 见 闻

　　清明节，是一个怀念和感恩的日子。我们怀念先人，感
恩他们将生命的火种传递给我们；我们怀念先贤，感恩他们
以生命为灯火；我们怀念先烈，感恩他们将生命迸发为能
量，冲破进步之路上的艰难险阻。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中华民族
是高度注重传统和传承的民族。我们注重传统，是要充分认
识到传统的分量，肩负起传承的责任，让古老的传统在现代
发扬光大。
　　从草昧初辟的年代直到激情燃烧的现在，“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的理念早已植入中华
民族的根脉。如今，守护根脉的责任又落到了我们身上。
　　守护根脉，我们要守护好大好河山，要贯彻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守护
根脉，我们也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先秦风骚、大汉歌
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更加鲜活。守护根脉，我们还要经营好
自己的家庭，让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良性发展，营造良好家
风。守护根脉，我们更要坚持以民为本，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为树立文化自信营造更为丰
实的土壤。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是对父母的责任，“追
远”是对先人的责任，有了这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们这
个民族才会涌现出一代代的民族脊梁，从而历经五千年风
雨，生生不息。　　(记者冯源)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

天清气明，守护民族的根脉

　　新华社呼和浩特 4 月 4 日电（记者于
嘉、李云平、彭源）4 月初，走进昔日沙化较
重的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草原虽未
变绿，但高高矮矮的旧草延绵到天边，不难
想象夏日的葱郁景象。一些曾“寸草不生”
的地方，如今草木丰茂、湖水荡漾，引来北
归候鸟栖息。
　　这里生态环境的巨大改变，得益于
2011 年国家在内蒙古等地主要草原牧区
启动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十余
年来，在这项政策推动下，全区草原生态、
牧民生活、畜牧业发展全面持续向好。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内蒙古草原随
着牧区人口和牲畜数量急剧增长而逐步退
化。特别是在 2000 年前后，以干旱为主、
多灾并发的严重自然灾害，进一步加剧草
原生态恶化。
　　为保护和恢复脆弱的生态环境，2011
年起，在国家支持下，内蒙古全面启动草原
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有的地方禁牧，有
的地方按草畜平衡要求减少牲畜数量，并
给牧民相应补贴，相当于让草原“带薪休
假”。至今，政策资金累计达 455 亿元，每
年有 140 多万户、490 多万名牧区群众从
中受益。
　　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牧民其其格

告诉记者，十多年前，草原上有很多裸露沙
地，沙尘暴一年能刮十几次。她家近万亩草
场沙化较重，像长了“斑秃”一样。
　　 2011 年起，其其格家的草场被划入
禁牧区，年均补助奖励资金 7 万余元。她
拿出一部分钱，从采取草畜平衡保护方案
的地方租用 5000 亩草场放牧。
　　“草场一年比一年好，沙尘天气也减少
了。”其其格指着门前的草地开心地说，“你
看这片野生黄芪，十几年没见到了，近一两
年又有了。”
　　这只是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
内蒙古取得实效的一个缩影。十多年来，自
治区草原自我更新修复能力明显提升，生
物多样性日益丰富。最新监测数据显示，
2020 年，自治区草原植被平均盖度达
45%，比 2010 年提高 8 个百分点。

“少养精养多挣钱”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在改善生
态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牧民的生产方式。
人们不再多养，而追求精养，经济效益稳步
提高。
　　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木
草原深处，牧民巴德玛的砖瓦房宽敞明亮，
房前停着小轿车，不远处有饲养牲畜的暖
棚和储草棚，棚前放着打草机和皮卡车，与
十多年前记者初次到她家采访时相比，她
的生活大变样。
　　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前，巴
德玛在 6000 亩草场上养着 40 多头基础母
牛和近百只羊。由于超载过牧，草原退化，牛
羊膘情不佳，卖不上好价钱。（下转 2 版）

“带薪休假”的内蒙古草原

伟大变革

　　新华社拉萨 4 月 4
日电（记者吕秋平、洛卓嘉
措、刘颍）春意盎然的雪域
高原上，一辆“复兴号”动
车在雅鲁藏布江畔的层峦
叠嶂间穿行，驶向桃花盛
开的城市——— 西藏林芝。
　　拉林铁路迎来通车运
营 以 来 的 第 一 个 春 天 。
2021 年 6 月 25 日，这条
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正式
开通运营，将拉萨至林芝
的通行时间由公路出行的
5 小 时 缩 短 至 3 个 多
小时。
　　 25 岁的刘丽丽购买
了 C893 次从日喀则到林
芝的车票，打算到林芝找
姐姐一起去看桃花。
　　“我以为车厢大多数
人会在拉萨下车，没想到
他们跟我一样，也去林芝看桃花。”在日喀
则一家服装店工作的她说。
　　当 C893 次列车经停拉萨火车站时，
36 岁的客运值班员扎西顿珠目送旅客
乘车。
　　扎西顿珠是拉萨人，2002 年他去武
汉上学时，除了汽车，就只能坐飞机。2006
年参加工作的他，见证了西藏铁路事业的
发展。
　　 2006 年 7 月，青藏铁路（西宁至拉
萨）全线通车运营，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
历史。2014 年 8 月，拉日铁路（拉萨至日
喀则）正式通车运营，“世界屋脊”经济社会
发展再添新翼。2021 年 6 月，拉林铁路开
通运营，复兴号动车组开进西藏，翻开了高
原铁路发展新篇章。
　　数据显示，拉萨火车站的到发旅客数
量已经由 2007 年的 224 万人次增加至
2021 年的 400 多万人次。
　　“火车站 4 个候车厅已经没法满足需
求，我们目前正另辟两块空间改造成 2 个
候车厅。”扎西顿珠说。
　　如今，拉日、拉林铁路已经串联起西藏
日喀则、拉萨、山南和林芝 4 个地级市。这
4 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西藏的 70% 以上，
铁路正在成为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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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15 省份 3.8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4 日全市核酸采样顺利完成 相关工作结束前将继续实施封控管理

　　新华社北京 4 月 4 日电（记者董瑞
丰）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目前全国已有
15 个省份共计 3.8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
上海。此外，还调集了 238 万管/天的核酸
检测力量作为支援。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局长焦雅辉介
绍，9 个省份派出 1.1 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
方舱医院医疗队的任务，4 个省份派出 2.3
万余名医务人员承担核酸采样的任务。另
外，12 个省份派出了实验室核酸检测队伍

将近 4000 人。
　　上海市 4 日开展全市范围内的核酸
检测。为此，国家卫健委从 8 个省份调派
了 108 万管/天的核酸检测力量支援上
海，并协调了上海周边 4 个省份，可承接
130 万管/天的核酸检测样本。
  新华社上海 4 月 4 日电（记者袁全）
4 日晚，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消息：鉴于近日阳性感
染者数量居于高位，为遏制疫情扩散蔓

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在广大市民的
积极配合下，4 月 4 日全市顺利完成了新
一轮核酸采样工作，随后还将有序开展检
测、复核、人员转运和相关分析研判工作。
　　待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将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结合筛查结果，明确后续管控
措施。在此之前，上海全市将继续实施封
控管理，除因病就医等外，严格落实“足不
出户”。

▲ 4 月 4 日，在上海松江区祥欣居民区，浙江援沪医疗队队员为小朋友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