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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国采访期间正值 6 月份汛期，
阴雨绵绵。记者登上老营盘隘口，经过前
日暴雨的冲刷，只见山间的毛竹、青松格
外苍翠，他们无言地守护着这片被烈士
鲜血染红的土地。

“10 月中以前，兴国应该保持在我
们的手中——朱德。”电报员滴滴答答发
送这句电文时，是 1934 年 9 月 26 日，中
央苏区红军主力部队正有条不紊地朝江
西于都方向集结，准备踏上万里长征路。
此时，在江西兴国以北的崇山峻岭中，惨
烈的兴国阻击战已持续了100多天！

当时的战场上，敌我力量悬殊。刘伯
承曾说，这一战，不叫打仗，叫“挡仗”，敌
方也不叫打仗，叫“滚仗”。面对着国民党
的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我前线将士不
惜一切代价顽强抵抗，为中央红军的战
略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前线上，有一支表现英勇的部队
——“兴国模范师”。这是中央红军的12
个主力师之一，也是红军时期唯一以地
名命名的部队，全师除少数干部外，指战
员清一色是兴国子弟。在陈毅的指挥下，

“兴国模范师”凭险扼守老营盘隘口，拖
住敌人整整一个月，伤亡几乎过半。

85年之后，记者站在隘口的陡坡上，
看着这满山青翠，仿佛听到陈毅的吟诵
声：“大战当年血海翻，今朝独上老营盘。
荒台废址无人识，一抚伤痕一泫然。”

“南宋时，岳飞曾在这个隘口设营扎
寨。”兴国县委党史办专家黄晓明说，
1934年8月份，正是在这个隘口，陈毅在
兴国保卫战前线身负重伤。

面对飞机大炮的猛烈轰炸，负责阻
击的部队被迫撤出老营盘。一个多月后，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的最后一仗，在塘
石村一带打响。

记者从老营盘下山一路向南，就来
到了塘石村。在村里祠堂前的空地上，一
位年轻妈妈正领着小宝宝蹒跚学步，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年，“兴国模范
师”正是在这里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
三军团第6师。满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年轻的兴国后生们列队走过老祠堂，追
随红军的脚步。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
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没能等到新中国成
立的那一刻。

1934 年 10 月 12 日，这支英勇的部
队在中央苏区最前线完成阻挡敌人的任务之后，开始向于都河进发，追赶
大部队。随后，红6师接连参加了突破第一、第二、第三道封锁线的战斗，
并在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荣立首功。

1934年11月下旬，湘江战役爆发。这场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惨烈的战役
过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将士的鲜血和遗体甚至
阻塞了大江的弯道，以至于当地人民“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战役中，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河，红6师再次伤亡过半。其中，红6师18
团在陈家背被敌3个师包围，血战一天，弹尽粮绝，与“断肠将军”陈树湘
率领的红五军团34师一起，整建制阵亡在湘江河畔……

在历经数次的突破、掩护、阻击战斗后，英勇的红6师兵力锐减，在遵
义会议之后被取消番号，缩编为独立团。另一支主要由兴国子弟组成的部
队，同样付出了巨大牺牲——作为湘江战役的后翼掩护部队，红8军团
10922人战役后仅剩区区600余人。

漫漫长征路，“兴国模范师”没有了、红6师的番号取消了、红8军团
整体撤销了，但12038名兴国子弟的坚守和视死如归让敌人胆颤，他们用
牺牲告诉敌人：英勇的红军精神是不可战胜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世界上不曾有过像中国工农红军这样的军队，无
论是政治领导、军事精英，还是不识字的红军小战士，他们都坚信自己是
一个伟大事业的奋斗者，都坚信中国革命的队伍‘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
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传利曾说。

时至今日，只要我们不忘记来时路，坚定理想信念，就一定能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多报道见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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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
级，国内公共舆论场冒出一波奇谈怪
论，其中有3个代表性观点误导民众、
动摇民心、瓦解斗志，需要引起我们
的高度警惕。

一是消极悲观的“投降论”。
美国贸易霸凌主义违背市场经

济原则，通过加征关税的自残方式，
企图中断市场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和
价值链，迫使中国屈服，损人不利己，
难以得逞。对此若一味妥协投降，不
仅是助纣为虐，也难以从根本上缓解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
国际产业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美国加征关税的中国产品中，有约
50%以上的产品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
的。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最近的
调查显示，有 75%的企业称，对中国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他们的业务产
生了不利影响。美国经济学家的研
究结果显示，目前美国的关税收入不
足以弥补进口商品消费者承受的损
失。据估计，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每个
月需要为此额外支付约 30 亿美元。
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将激起来自贸
易伙伴的一连串报复措施，美国农产
品销售困难，大批农场主面临破产倒
闭，大批消费者抢购中国商品，生产
者纷纷囤积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和零
部件。一些美国著名跨国企业纷纷
表示或已经实施将生产工厂迁出美
国，以维持其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这与美国政府发起贸易战的初衷事
与愿违。美国广大消费者和企业家
们正以自己的方式向白宫表明：人为
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商
品流、产业流、人员流，不符合市场经
济规律，也不符合全球化发展的时代
潮流，必将以失败告终。

从历史上看，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美国打着缩小贸易逆差、保护本
国产业的旗帜对日本发起了贸易
战。尽管日本一再妥协退让，全面接
受了美国条件，但日本对美国的贸易
顺差并没有随之下降，这种状况在双
方的贸易拉锯战中延续了10年左右，
直至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之后，
日元大幅度升值，吹大经济泡沫继而
破灭，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的经
济发展停滞深渊，美国则凭借信息产
业再度繁荣。

历史和现实的事实说明，贸易战
违背世界潮流、违背经济规律，不得
人心，不仅不能减少双方的贸易不平
衡，还会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损害国
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对于强
加给中国的贸易战，惧怕和投降都没
有用，只能使美国政客更加肆无忌惮
地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只有正
视现实，勇敢面对，敢于应战，达到以

战止战或以战促和的目的。
对于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一直以

来，中方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
原则，为解决中美经贸争端作出了大
量努力，显示了极大诚意，也作出了
一些妥协让步。但美国依旧一意孤
行，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变本加厉对
我国进行极限战略施压和战术讹诈，
其真实目的显然绝不只是缩小贸易
逆差，而是要在更广泛意义上遏制中
国发展。对此，中国已退无可退，只
有针锋相对，才有可能改变他们对中
国的战略误判，实现“以战止战”。幻
想通过投降、退让，祈求和劝说美国
执政当局发发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
能的。中国有底气、有信心，不想打
但也不怕打贸易战。

二是别有用心的“文明冲突”论、
“意识形态冲突”论和“制度冲突”论。

近期，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
主任基伦·斯金纳，抛出了所谓美中

“文明冲突”“文明较量”“文明对抗”
的论调，试图给中美关系制造新的
麻烦。国内也有个别人及时呼应，
将中美经济贸易领域的矛盾，上升
为“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制
度冲突”的高度，肆意夸大中美贸易
战的严重程度，恐吓普通老百姓，唯
恐天下不乱。

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冲突和制度
冲突是深刻和长远的冲突，也是严重
对立、难以化解的冲突，把中美间的
经贸摩擦上升到文明、意识形态和制
度冲突不仅是错误的、愚蠢的，也不
符合现实。对中国的贸易战是美国
发动的全球性贸易战重要组成部
分。去年以来，秉持“美国优先”的
理念和美国在全球贸易中“吃亏了”
错误认识，美国政府发动了美国有
史以来空前规模的全球性贸易战，
不仅向中国、印度、俄罗斯、土耳其、
墨西哥、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征
关税，对欧盟、加拿大、日本等文明和
制度相同的美国长期盟友也同样发
动贸易战，世界贸易秩序遭到严重冲
击和破坏，世界经济复苏的势头受到
不利影响，遭到全世界的普遍反对和
抵制。

近期统计显示，美国已经对36个
国家实施制裁或威胁实施制裁，这其
中大多数国家的文明、意识形态和制
度与美国相同或相似，由此可见，目
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少数极右
政客与全世界爱好和平发展的国家

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美经贸摩擦绝
不是什么“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冲
突”和“制度冲突”，而是美国极少数
政客们违背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违
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一意孤行、倒行逆
施。历史终将证明，经济全球化与自
由贸易的大势不会被少数美国极右
政客逆转，美国损人不利己的行径必
将以自食其果而告终。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
特色、地域之别。世界上也没有完美
无缺的制度，只有互相学习借鉴，包
容共生。东西方文明都是人类文明
进步成果，爱好和平、民主、自由、平
等的共性使中美两国在反对法西斯
侵略、反对恐怖主义威胁和应对全球
性问题挑战等多方面取得过辉煌合
作成就。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中美
文明是可以深入合作、相互包容的。
新时代，面对全球性问题挑战和两国
经济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应该携手
合作，求同存异，重建中美互信，共同
对抗野蛮冲突和不文明，尽快形成

“文明的对话”，继而形成“文明的携
手合作”和“文明的共治”。这无疑将
有益于中美经贸摩擦的解决，也有利
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实行的是对
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未来开
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历史、现实
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充分说明，社会
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长期和平共
处、共同发展的。中美两国之间的
经贸摩擦绝不是制度冲突，两国完
全可以按照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
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双方之间的矛
盾问题。

三是“指责中国论”。
有人认为是中国试图挑战美国

霸权，才使得美国把中国当作战略竞
争对手加以遏制，这种论调是错误
的，完全是罔顾事实。美国对中国的
内部演变和外部战略遏制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从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
联盟大使馆事件，到2000年后对华施
行“遏制性触摸战略”，再到近10年的

“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方在南中国
海、东盟和朝鲜半岛频繁挑事，同时
推出TPP和TIPP等排除中国的少数
国家自贸协定小圈子。

事实表明，美国遏制中国发展具
有长期战略一致性。尽管如此，中国
改革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歇，为发展争
取了更大的空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

争取了权利和利益，为世界经济复苏
贡献了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为完善
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近年来，中国先后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起
成立了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等，得到世
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
遍欢迎。亚投行的“朋友圈”有85个
国家参与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
结出丰硕成果。中国对世界和平发
展的贡献，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
贡献和担当，如果说这些贡献刺激了
美国右派政客敏感的神经，这不是中
国的错，不应该怪罪中国，而应该怪
美国某些政客的傲慢、偏见、敏感和
冷战思维导致对中国的战略误判。

从历史上看，定义并遏制对手一
向是美国为保证本身强势的战略惯
性。有人曾总结，自 1894 年美国
GDP 成为世界第一以来，在美国的

“战略词典”里，有一个“60%规律”：当
另一个国家经济规划到达美国的
60%，并有增长趋势，有快速赶超美国
的可能性，美国就一定会将其定义为
对手，要想方设法遏止住对手的增
长。不管是当年的苏联、日本、欧盟，
还是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否具有相同
的文明或制度，概莫能外。目前，美
国秉持其一以贯之的霸权逻辑和冷
战思维，将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对
于这样的“对手”，美国政客们惯用两
种手法，一是夸大对手的威胁，争取
美国民众对“美国再次强大”的政治
支持；二是采取各种战略战术，企图
在各个层面遏制对手的超越。

因此，不管中国怎么做，在美国
看来都已危及到了其榜首地位。作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
量现在已经超过美国的 60%，是日
本、德国、英国的 GDP 之和，已经是
世界第一的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最
大外汇储备国。如此大的经济体量、
如此重要的国际地位，不是“低调”就
能韬光养晦的，就像一头大象难以隐
藏在小树林中。虽然中国多次重申
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构
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
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反复强调

“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决定了中国决不
会重蹈国强必霸的覆辙,也决定了中
国既不会成为美国,也不会挑战美国,
更不会取代美国”，并付诸行动，但美
国某些政客们仍然固执地坚持对中
国的战略误判。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单
方面挑起的贸易战是美国极少数政
客强加给中国的，中国在被迫应战的
同时也不放弃努力，争取通过谈判解
决争端，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利
益，坚决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
体制。我们应当对当前的各种奇谈
怪论保持高度警惕，团结一心、统一
思想，才能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开拓
未来发展的一片新天地。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
任、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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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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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在国
家卫健委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卫健委体改司巡视员朱洪彪表
示，全国有 2800 多家公立医院开展
薪酬制度改革试点，超过全国公立医
院总数的 20%，落实“两个允许”（允

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事业单位
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
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
要用于人员奖励），探索建立符合医
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为探索公立医院薪酬改革制度，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各级
财政对全国公立医院的直接补助从
2010年的84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
2705 亿元，年均增长 15.6%。2018
年，全国公立医院财政直接补助收入
占总支出的比例达到10.1%，深圳市、

北京市分别达到31.6%和21%。目前，
上海、福建、安徽、江苏、浙江、青海6省
份已全面推开薪酬制度改革。重庆市
将医院经常性收支结余按不低于15%
提取事业基金后，全部用于人员奖
励。福建省三明市实行“全员目标年
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以医疗服务收
入（不含药品、耗材、检查、化验收入）为
基数核定公立医院薪酬总量，按照“工
分”进行内部绩效考核和分配，突破了
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框架。

2800 多家公立医院试点薪酬制度改革

本报讯 “进项留抵退税一到账，
企业资金流立刻活了。”位于浙江舟山
的海力生集团副董事长郑佩琢近日表
示，对于资金投入较大的企业，这笔退
税就是产品研发成功的重要保障。根
据2019年预算，预计企业可少缴纳增
值税650万元。

国家接连出台减税降费政策，普惠
性与结构性双重减税效应凸显。舟山
市税务局因地制宜，创新各项便民举
措，为海岛企业、纳税人、缴费人浇灌减
税降费“春雨”。定海区税务局的“税
务服务长”、普陀区税务局的“兼合式
协税网”、岱山县税务局的“金名片”、
嵊泗县税务局的“青年志愿服务队”
已成为海岛办税的明星品牌。不仅
如此，舟山市税务局还创新推出“云
上课堂”互动平台。“用手机登录‘云
上学堂’，利用回看、点播等功能就能
随时随地学习减税降费新政策。”舟山
祥生置业有限公司财务人员对这项服
务很满意。 （顾迎亚 徐佩佩）

浙江舟山：

“云上课堂”学政策

6月15日，拖船拖着满载海带的舢板驶向码头（无人机拍摄）。正值海带
收获季，山东荣成爱伦湾海域海带养殖区的工人抓紧时间抢收海带。

李信君摄（新华社发）
海上“夏收”忙

仲夏时节的沈阳，苍松翠柏掩
映下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拾级而上，花岗岩砌成的 23
米高纪念碑矗立其间，碑上刻着

“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让
人肃然起敬。邱世清就是其中的
一位。

邱世清，1913 年出生于江西
省瑞金县城水背街，年幼时家境贫
寒，全家人的生活曾仅靠母亲做针
线活维持。邱世清上了两年半小
学，就随堂叔做小贩，后又到客栈
做杂工。

1934 年 8 月，邱世清在家乡
瑞金参加红军，被分配在补充团当
战士。1936 年初，组织上送他到
教导队学习。他刻苦努力、勤奋钻
研，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很快就
加入共青团组织，同年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
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邱世清在八路
军第 115 师晋鲁豫支队先后任副

连长、指导员、营特派员，后随部队
到淮北，任新四军第3师10旅兼淮
海军分区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副政
委，第10旅供给部副政委、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邱世清任东北
野战军第 2 纵队 5 师卫生部政
委。由于频繁的战斗和长期的艰
苦生活，邱世清患上了严重的胃
病，疼痛时常常吃不下饭，但他始
终以工作为重，顾不上休息。

1950年10月，时任第39军后
勤部副政委的邱世清随部队入朝，
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
程，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三次战
役。朝鲜战场最大的难题就是后
勤保障，任务艰巨繁重。作为后勤
部领导，邱世清不顾身体虚弱，不
分昼夜地工作，事无巨细地操持，
带领后勤人员认真搞好物资运输、
伤员转运、弹药补给等工作，确保
了部队战斗的基本需求。第三次
战役结束后，身体极度虚弱的邱世
清被送回国内治疗。

1951年3月10日，第39军后
勤部政委李振山在前线患病，军队
决定让邱世清立即赶赴前线接替
李振山的工作。12 日，他乘车行
至朝鲜昭阳江畔时，突遭敌机猛烈
轰炸。为躲避敌机，邱世清命令司
机加速前进，途中司机中弹牺牲，
汽车失控冲入雷区触雷爆炸，邱世
清不幸牺牲。

文/新华社记者 林 浩
（据新华社电）

邱世清：临危受命 英勇捐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