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的太行山青翠欲滴，蜿蜒的滹沱
河碧波荡漾。

柏树林掩映中，弯弯曲曲的土坯墙，
围起几十间普通的土坯民房，这便是上世
纪 40 年代末的中国革命中心——西柏坡
中共中央大院旧址。依山傍水的西柏坡，
如今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红色旅游圣地，成
千上万的游客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或凝
神瞻仰，或驻足沉思，探寻“新中国从这
里走来”的足迹，寻觅“西柏坡精神”的
真谛。

1947 年 5 月，中共中央工委从陕北
到达西柏坡，7 月至 9 月，中央工委召开
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 《中国土地法大
纲》。1948 年 5 月 27 日，毛泽东率领中共
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在
此，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
大战役，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七届
二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
西柏坡成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

2013 年 7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提出党面临的“赶
考”远未结束，叮嘱平山干部群众“带头

坚持‘两个务必’，把谦虚谨慎、艰苦奋
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履
行职责的各个环节，以实际行动取信于
民”。

平山县干部群众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弘扬西柏坡精神，绿色崛起，把消除贫
困、改善民生作为平山发展的不懈追求。

“这是一场只能考好，不能考差的考试！
全县党员干部是‘考生’，49 万父老乡亲
是‘考官’。”平山县委书记、西柏坡管理
局党工委书记李旭阳说。

宽敞的广场上，游客们惬意散步；一
排农家饭店、小院挂上了古色古香的招牌
⋯⋯步入现在的西柏坡村，80 多岁的老
党员闫青海满脸笑容地说：“现在的西柏
坡村，真是一天一个变化，村子变得更美
了，游客来得更多了，老乡们的收入也跟
着水涨船高！”

去年以来，当地抓住西柏坡片区美丽
乡村发展的契机，统筹兼顾山水保护、乡
村建设、特色种植融合发展，倾力打造

“革命圣地、红色乡村”红色旅游小镇。
目前，全镇 14 个村，特别是精品示范村
围绕红色旅游发展农家乐项目、瓜果采摘
项目，流转土地 1300 亩种植了 13 万株苹
果树，规划打造了 5 条沟域经济带。西柏
坡镇党委书记李新海说：“乡亲们都说这
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希望，好光景还在后
头哩！”

如今，在西柏坡旅游龙头的带动下，
平山县已拥有天桂山、驼梁、东方巨龟苑

等国家 4A 级以上景区 12 家，占石家庄的
1/2,位居河北全省各县 （市、区） 之首，
并相继荣获“中国十大最具投资潜力旅游
目的地”“中国最美文化生态旅游名县”
和“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县等荣誉称号，
2015 年接待游客超过 1100 万人次，旅游
总收入 76 亿元。今年，平山县作为石家
庄市唯一的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再
次吹响了建设“中国旅游强县”的号角。

不仅如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
程中，平山县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
遇，坚持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作为“总
抓手”，坚持“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
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积极探索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发展新路，
以高精尖为主导发展现代工业，依托科技
积极稳妥化解钢铁等过剩产能，淘汰水泥
产业。

据了解，该县在“十一五”期间，共
投入污染治理资金 46 亿元，实施了西电
烟气脱硫脱硝、敬业集团烧结机脱硫等一
批节能减排项目，全部拆除了西柏坡高速
沿线的水泥企业，腾退土地 1000 多亩，
拆除了敬业集团 450 立方米高炉和 80 吨
转炉各 1座，压减钢铁产能 200万吨。

同时，着力引进优质企业，优先发展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
环保等新兴产业。日益壮大的主导产业和
新兴产业集群，明显扭转了老区平山长期
以来形成的“钢电”独大经济结构，构建

起三次产业统筹发展新格局，为县域经济
增长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

去 年 ， 平 山 县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达 到
187.7 亿元，比“十一五”末增长 41%，
年均增长 7.1%。全部财政收入达到 20.09
亿 元 ，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收 入 达 到 9.36 亿
元，年均分别增长 6.8%和 9.6%。

县域经济发展势头不减，生态建设成
效显著。在过去的五年里，该县实施了太
行山绿化、小流域治理、绿色通道、退耕
还林等一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小流域治
理面积 202 平方公里，完成人工造林 18
万亩，封山育林 22.4 万亩，森林覆盖率
达到 52.92%，比“十一五”末提高 3.19
个百分点。

站在新的起点，平山县将全面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
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谋划未来，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推动发展。

据统计，今年全县投资 500 万元以上
续建、新开工项目 280 项，总投资 817.2
亿 元 ， 其 中 续 建 项 目 147 项 ， 总 投 资
292.4 亿元，新开工项目 133 项，总投资
524.8 亿元。其中，文化旅游、IT 信息和
新能源、现代农业项目占项目总数的九成
以上，成为平山县今年项目建设的最大亮
点。

柏坡湖畔，“两个务必”世代永继；
滹沱河滨，奋起之路只争朝夕。老区平山
这片红色的土地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崛起
于巍巍太行！

一身粗布红衣、一把手枪，骑着一
匹白马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如火如荼的
战场⋯⋯

这不是影视剧中的虚拟的场景，而
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女战士真实
的形象。她，就是威震敌胆，被誉为

“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赵
一曼。

距这个最早燃起抗日烽火的战场数
千公里之外，大后方的四川宜宾市翠屏
山半山腰上，坐落着家乡人民为赵一曼
建立的纪念馆，馆里保存着新中国开国
将领陈毅元帅的题词：“生为人民干部，
死为革命英雄。临敌大节不辱，永记人
民心中”。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 年 10 月
27 日生于宜宾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家乡
求学时期接受“五四”进步思想，反抗
封建礼教，谋求妇女解放。21 岁加入中
国共产党，此后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1928 年，23 岁的赵一曼从
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先后在宜昌、上
海、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在宜宾赵一曼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廖
永红看来，赵一曼幼时反对缠足，少年
时不顾兄长阻挠坚持读书，成年后阅读

《新青年》《妇女周报》 等革命书刊追求

平等自由，在那个年代注定了是一名奇
女子。

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断，内忧外
患,国家风雨飘摇。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
头，这个从四川坝上封建大宅门里走出
的“大家闺秀”，和千千万万有志青年一
道投身革命，在腥风血雨里迅速成长为
一名革命女先锋。

1931 年 日 军 发 动 “ 九 一 八 事 变 ”
后，赵一曼被中国共产党派往东北地区
领导革命斗争。她曾任哈尔滨总工会代
理书记、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
员等职务，领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
工，组织农民建立抗日自卫队开展游击
战争。1935 年秋，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
中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被俘。

“在狱中，日军为获得情报对赵一曼
施 以 长 达 9 个 多 月 的 酷 刑 ， 用 马 鞭 抽
打，用钢针刺伤，用烙铁烙，烧焦其手
指，逼其投降招供。但她宁死不屈，没
有吐露一字有关抗联的情况。”杨帆是宜
宾赵一曼纪念馆的讲解员，7 年来，赵一
曼的故事她讲了上千次，可每每讲到动
情处还是会流泪，被共产党人这种英勇
无畏的精神所感动。

一份尘封的日本档案，记录了赵一

曼牺牲前的遭遇：“七月二十六日对赵一
曼女士的电刑，操作准确，新式电刑器
具功能发挥正常，给了赵一曼女士超负
荷的最大压力。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
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
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1936 年 8 月 2 日，赵一曼被日军杀
害，年仅 31 岁。“誓志为人不为家，涉
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
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
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
红似花。”廖永红说，赵一曼生前所写的
这首诗是她一生最好的写照，她用自己
年轻的生命实现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
的铮铮誓言。

在英勇就义前，赵一曼留给唯一的
骨肉一封家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
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
在生前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
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
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封 160 多字的短信，字里行间透
露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与愧疚。虽
然从未亲眼见过赵一曼，但在 58 岁的孙
女陈红心中，奶奶的形象崇高而美丽：

奶奶是一个女英雄，她为了祖国毅然抛
头颅，洒热血，无畏地献出生命。但她
还是一名妻子，一个母亲，有着常人的
喜怒哀乐。在人生的最后一刻，奶奶最
放心不下的还是自己的孩子。

陈红家里珍藏着一张 2 寸泛黄的黑
白照片，是奶奶和父亲仅存的合影。照
片上，一位面容清秀，身着短袖旗袍的
年轻女子抱着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婴坐在
藤椅上。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赵一曼
就把儿子托付给亲戚，独身奔赴东北抗
日前线。在东北，她隐姓埋名和家人失
去了联系。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已成年的“宁
儿”才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了母亲的
亲笔遗书。“父亲常告诉我们无论在何
种境遇下，都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
要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要对不起你奶
奶 。” 陈 红 说 ， 每 当 遇 到 人 生 中 的 坎
坷，她就会拿出奶奶的遗书看一看，每
次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洗礼，获得面对困
难的勇气。

走过 80 年风云岁月驻足回望，当年
山河破碎的中国，已在新生的道路上走
了很远。历经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女
英雄赵一曼仿佛从未离去，她留给后人
无尽的精神财富。在她曾经战斗、生活
过的地方，有以她的名字命名的一座座
公园、一条条街道。每年，来宜宾赵一
曼纪念馆参观者超过 60 万人次。一位参
观者说，赵一曼舍小我为大家的奉献精
神，对今天的共产党员来说，依旧不可
或缺。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新华社电）

位于河北省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
馆，每年的参观人数超过百万。纪念馆
宣教部主任王晶晶说，每一名前来的参
观者，都会受到一次心灵的洗礼，被李
大钊的精神所感染，“尽管历史离我们远
去，但他的精神从来就在我们身边，永
远值得我们学习”。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目光深邃，
态度从容——临刑前，他慷慨激昂：“不
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
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
得到光辉的胜利。”

这是革命先驱李大钊，定格在人民
心中最后的形象。

漫漫长夜中，他高擎火炬，在旧中国
最早播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火种。他将短
暂的一生，全部倾注到建立“青春中国”的
革命伟业中，并为之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烈士陵
园中，淡青色花岗石纪念碑上这样镌刻
着：“李大钊同志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
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
一。他在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
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
命者的光辉典范。”

1889 年 10 月 29 日，李大钊生于河
北乐亭县。1907 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

门学校，1913 年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
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
说。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
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
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彼时的中国，正走到了一个十字路
口。仁人志士都在思索，中华民族的路
在哪里？中国人民的明天在哪里？

“ 人 生 的 最 高 理 想 ， 在 于 求 达 真
理。”1917 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使苦苦探求中国未来道路的李大钊备受
鼓舞和启发。

位于乐亭县大黑坨村的李大钊故居
中，有一把淡黄色的陈旧藤椅。这把藤
椅是李大钊牺牲后，他的夫人赵纫兰从
北京运回故乡的。

在这把藤椅上，李大钊写出了 《法
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
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著名文章和演说，
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
胜利，表达着他在国家危亡之际的求索
与呐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在这把
藤椅上，写出了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成为我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的文章。

“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在
李大钊故居管理处主任吴瑞彬看来，李

大钊的这句话，可以作为他一生的注
脚，“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
一生。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他要
为这个国家找出一条强国救亡之路”。

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李大钊
迅速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从此，他开始了“以
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实践。

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
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
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
织。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
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李
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直到被北洋军阀秘密逮捕直至行
刑，李大钊的内心都有一种强大的动
力，使他不惧死亡，安然若素。在监狱
时，李大钊曾和家人见过最后一面，他
的女儿李星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脸
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
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

这种“伟大的力量”，就是李大钊对
革命事业的信心，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
仰。1927 年 4 月 28 日临刑前，他对其他

19位革命者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
到光辉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
赤旗的世界！”

李大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他
生前每月收入 240 银元，大多用于党组
织的活动经费和资助青年学生。为了不
让李家断炊，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嘱
咐会计科每月从李大钊的工资中拿出 50
块大洋，直接交给他的夫人。在他去世
后，家里的财产仅有 1块大洋。

但 他 又 留 给 后 人 取 之 不 竭 的 精 神
财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
纲领，遵守党的章程⋯⋯”不久前的一
个上午，在李大钊故居中，来自天津市
铁路运输法院的 23 名法官、干警正在重
温入党誓言。政治处主任朱健告诉记
者，此次参加重温入党宣誓的是近年来
单位新进的大学生，目的就是继承烈士
的遗志，保持共产党的初心。

一 名 在 李 大 钊 纪 念 馆 参 观 的 党 员
说，95 年过去了，先驱大钊前仆，成千
上万共产党员后继。大钊先生的精神，
有后来者传承；大钊先生强国富民的期
盼，有后来者完成！

文/新华社记者 李俊义

（新华社电）

英 雄 赵 一 曼 ：

铁 骨 柔 情 民 族 魂

先 行 者 李 大 钊 ：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

西柏坡：红色旅游带动脱贫致富奔小康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闫鹏飞

近日，浙江温州市刮
起“红色旋风”，一项项具
有地方特色的党建创新举
措，激活了基层党员的责
任意识，密切了党员与群
众的关系，强健了党组织
的肌体活力，走出了一条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新路子。

释放党的活力

温州市从 2013 年开
始探索强基惠民的基层党
建“红色细胞工程”，提出

“一个党员就是一个具有
输 氧 功 能 的‘ 红 色 细
胞’”。由此，每个村都分
成若干网格，每个网格都
有党员领衔，每个无职党
员都设岗定责，全市形成
了全方位、多层次，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党员联系
群众”机制全覆盖。

“20 多年了，妈妈都
是这样抱上抱下，真的不
忍心看她每天这么吃力。
姜组长和王支书了解到我
们的需求后，第一时间送
来这张多功能护理床，真
是太感谢他们了！”41 岁
的温州龙湾区永中街道衙
前村村民王忠琪因意外导致腰部以下瘫痪，每日生
活起居都要靠老母亲照顾。永中街道驻村组组长姜
蓉曼和衙前村党支部书记王靖听在入户走访中了解
到王忠琪的实际困难后，就自费购置了一张多功能
护理床送到老王家。

据统计，温州“红色细胞”工程实施至今，全市
26 万多名基层党员干部累计服务 139 万多户群众，
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30余万件。

筑牢党的根基

近年来，温州市委针对农村实际，以文化礼堂为
重要组成部分，扎实推进村民中心建设，不断强化其
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服务功能，努力打造党在农村
基层的“红色阵地”。截至目前，全市建成村民中心
380 个、文化礼堂 831个，党员活动室实现全市 5405
个行政村全覆盖。

在乐清市雁荡镇松垟村，祠堂被改建成文化礼
堂，并由此扩展出兼具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便民服务
大厅、党建远教广场等功能的村民中心。根据计划，
到 2016 年底，温州市常住人口 2000 人以上的 834
个行政村都要通过新建、改建、扩建拥有村民中心。

如今在温州农村，每到夜幕降临，村里最醒目的
建筑，就是楼顶上亮着五角星的村民中心。“上了年纪
的村民特别欢迎公益医疗体检这些服务类活动，小朋
友们都喜欢创意手工坊这些能动手参与的活动。村
民中心经常充满笑声。”藤桥镇组织科干事范盛说，为
让村民中心“热”起来，鹿城区党群服务中心牵头开展
了党员志愿服务项目，共有 5大项 19小项，10500多
名志愿者参与服务，累计37500多名群众受益。

帮扶困难党员

“七一”前后，温州各县（市、区）纷纷行动起来，
筹款给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送上党的温暖，与此
同时，帮扶贫困党员创业的活动也相继展开。

财政拿一点，党费出一点，党员企业家捐一点。
去年，泰顺县筹集到首批“红色基金”451 万元，瓯海
区则以 500 万元启动资金和 16 位村党支部书记倡
议每人 5000 元的捐款建立了“红色基金”。近年
来，温州的基层党组织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县乡村“红
色基金”140 多个，共筹集资金 7700 多万元。今年，
温州市出台《关于开展“红色基金”建设的指导意
见》，对资金筹措渠道、主要用途、运作模式、管理要
求等作出规定，明确“红色基金”使用范围将从党内
关爱等单一用途，扩展至表彰奖励、创业帮扶、固本
强基等方面，并向全市推广。

温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滕荣权说，今年，“红色
基金”在温州慈善总会设立了专项户头，用于关爱党
员、困难帮扶、特殊救助等。同时，用好党建公积金，
帮助资金困难的党员创业成功后反哺乡亲。“今后，

‘红色基金’将通过创新推出党员创业‘精准扶贫’项
目，以造血式帮扶，解决农村党员创业难题，培育一
批以党员为主的农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和农村电
商来带动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滕荣权说。

浙江温州

：

强健党组织肌体活力

本报记者

张

玫

“一带一路”积极效应逐步显现

顾客在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内的进口商品展销

体验中心商店选购商品（2015年 9月 23日摄）。

2013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期间，首

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大倡议。“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在舆论界和各国民众中引起

强烈反响，而且在相关各实际操作部门得到了积极

响应。3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和早期收获，积极效应正在逐步显现。中国与 20 个

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同“一带一路”沿线 17 个

国家共同建设了 46 个境外合作区，中国企业累计投

资超过 140 亿美元，为当地创造 6 万个就业岗位。中

国正与沿线国家一道，为世界提供一项共同繁荣发

展的方案。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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