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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薛祥20日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据新华社）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初心犹如罗盘，标定党的方向和旨

归。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

众的党”，就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

旗帜上，把群众的疾苦放在自己的心坎

上。无数共产党人牢记“我是谁、为了

谁、依靠谁”，永葆初心本色，成为“人民

的勤务员”“人民公仆”。

中共一大代表、“延安五老”之一

的 董 必 武 从 不 摆“ 老 资 格 ”，不 争 地

位 、不 争 名 誉 ，让 自 己 成 为“ 一 块 抹

布 ”。 他 常 说 ：“ 党 要 我 做 抹 布 ，我 就

做抹布……抹布也是有用的哟！”

“我是人民的扫帚，人民要怎么使

用就怎么使用”，彭德怀同志上马敢横

刀，下马甘为帚。延安时期，他就怎样

服务人民作出形象阐述：“我们要像扫

帚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

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害怕

我们。”

彭德怀坦荡无私、清正廉洁，密切

联系群众的品质有口皆碑。他不因自

己是首长就搞特殊化，破坏党的群众

纪 律 。 他 始 终 把 自 己 置 身 于 群 众 之

中，做人民的公仆。彭德怀没有游历

名山大川的习惯，也很少去看戏或看

球赛，只是比较喜欢看电影。每次看

电影时，他都要警卫员喊周围人一起

来看。

王 进 喜 同 志 把 自 己 当 作“ 老 黄

牛”。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从小放过

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

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

一辈子老黄牛。”

1960 年，初春的大庆滴水成冰，参

加会战的石油大军遇到前所未有的困

难。“铁人”王进喜立下誓言：“宁可少

活 20 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吃

在井场，住在井场，饿了啃几口干粮，

困了枕着钻头躺在成排的钻杆上休息

一会儿。开钻时，需要用大量的水调

制泥浆，当时供水管线还没接通，水罐

车也很少。王进喜不等不靠，带领职

工从一里外的水泡子破冰取水，保证

钻井提前开钻。他带领工人只用了 5

昼夜加 4 小时，就打出大庆油田的第一

口生产井。

孔繁森同志甘愿成为“泥土”。他

有一个座右铭：“老是把自己当珍珠，

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

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路。”孔繁森

一辈子弘扬“泥土精神”，把群众的急

难愁盼放在心上，千方百计为群众办

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992 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

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

为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毫不犹豫地

服从了组织决定、人民需要。阿里地

区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被称为“世界

屋脊的屋脊”，条件异常艰苦。就是在

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孔繁森在 1 年多的

时间里，跑遍了全地区 106 个乡中的 98

个，帮助群众解难纾困。孔繁森已离

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一句话至今震

撼人心：“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

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

人民。”

初心不改、恒心常在，根基就在、

胜利就在。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只有

像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和 优 秀 党 员 干 部 那

样，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以

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牢固的

公仆意识践行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才能真正做合格党员、当时代

先锋、创优秀业绩，从而把口碑立在官

兵的心坎上。

俯身为民 守护初心
■张 愈

他带领的队伍被毛泽东同志称为

“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抗日战争时

期，他率部转战冀中平原、渤海之滨、冀

鲁豫敌后战场，经历大小战斗 870余次，

歼灭日伪军 3.67 万余名，建起“敌后抗

日堡垒”，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他是马本斋，1902 年生于河北献

县一个贫苦回族农民家庭。七七事变

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马本

斋誓以热血卫中华，组织青壮年奋起

抵抗日本侵略者。1938 年 1 月，马本斋

组建回民抗日义勇队。

“拿起枪，保家园！”他振臂一呼，

唤起回族同胞抗日热情。1938 年 3 月，

他率队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重要区域

河北河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

北游击军，编为回民教导队，后与另一

支回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

区回民教导总队；1938 年 10 月，他正式

加入中国共产党。

早年投身行伍的经历，锤炼了马本

斋卓越的军事素养。1939 年 7 月，马本

斋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

炸桥梁、破公路、打伏击，屡创日伪军。

在众多经典战役中，1940 年的康

庄（今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伏击战尤

为著名。马本斋提前隐蔽在衡水城北

的伏击圈内。当敌军车队缓缓驶入，

“打！”马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

般奋勇出击。此战以零伤亡歼灭日伪

军 8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

在 1943 年八公桥（今河南省濮阳

市）战 斗 中 ，他 提 出“牛 刀 子 剜 心 ”战

术。回民支队如同一把利刃，直插敌

军总部。战斗打响，喊杀声、枪炮声交

织，火光映红夜空。革命战士们一举

攻克八公桥，让回民支队成为令日军

闻风丧胆的抗日劲旅。

由于长期的艰苦战斗和高强度工

作，马本斋积劳成疾。1944 年 2 月，他

与世长辞，年仅 42 岁。

为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献县本

斋回族乡本斋东村建成纪念馆，并面

向公众开放。在马本斋纪念馆，北院

的马本斋纪念馆主馆与南院的马本斋

母子烈士陵园遥相呼应。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马

本斋纪念馆每逢清明节、国庆节等重

要节日都会迎来大批前来缅怀英烈的

群众，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300 万人

次，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马本斋纪念馆馆长哈光杰说：“纪

念馆自 2024 年 9 月进行升级改造，目

前，工程已接近尾声。我们将持续搜

集、核实更多马本斋的战斗故事，让他

的光辉事迹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

儿女奋勇前行。”

（据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 记

者白林）

马本斋：抗战楷模 民族脊梁

（上接第一版）

一份账单折射权力责任——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
用血汗换来的，只能用在
刀刃上”

董必武纪念馆里，一份泛黄的毛边

纸账单让记者印象深刻。

这份账单记录着 1945 年董必武代

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期间

的全部收支明细，现在已被认定为国家

一级文物。

“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董必武

曾 任 中 共 南 方 局 副 书 记 、中 共 中 央 财

经 部 长 ，是 我 们 党 出 了 名 的‘ 红 管

家’。这份账单的收入栏有 20 项，共计

56854 美 元 。 这 笔 经 费 在 当 年 非 常 可

观 ，包 括 生 活 费 、交 际 费 等 ，其 中 置 装

费 1300 美元。可最终，董老只花 25 美

元购买了一套西装。”纪念馆讲解员戴

琼告诉大家。

那一年，在大洋彼岸镁光灯闪烁下，

作为中共代表的董必武就是穿着这套西

装，昂首步入会场，在《联合国宪章》上郑

重签下名字。

“董老处处精打细算，尽量节省开

支，在美国的 7 个月中省下 1240 美元的

生活费和 200 美元的交际费。”

省下的钱去了哪里？戴琼说，美国

之行，董必武没给家人买任何礼物，省下

的钱，一是为《新华日报》购买了一台价

值 3 万美元的印刷设备；二是向《华侨日

报》捐款 1 万美元；三是主持出版了英文

版《中国解放区实录》一书，向世界各国

宣传我党的基本政策和解放区的真实情

况。最后剩余的经费，全部上交给了党

组织。

“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

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

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

费的权力。”随记者一起参观的联勤保障

部队某部干部张双感慨地说，董老当年

告诫身边人的这番话，如今被他们挂在

办公楼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警醒着大家。

距离长沙市区 70 多公里的金井镇

金龙村，一条清澈的小溪穿村而过，一间

普通的老房子，走出了人民军队后勤工

作创始人杨立三。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财经工作的

开拓者，杨立三用一生践行着‘公私分

明’的政治品格。”记者采访时，正逢一批

地方干部到此参观见学。与他们交流得

知，这里如今已成为湖南省军地开展廉

政教育的课堂。

解放战争时期，杨立三曾任中央军

委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长期从事后勤

保障工作。当时，面对百万大军的后勤

保障压力，他立下“三不”规矩：不拿战士

一针一线，不住群众一间好房，不占公家

一分便宜。有人质疑这些规定过于严

苛，他回答：“严是爱，宽是害，党员干部

若不能自净，如何带领群众前进？”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只能用在刀刃上！”正是这种对权力本

质的深刻认知，使得这位“红色大管家”

在行使手中权力时，始终保持清醒，始终

心存敬畏。

和记者一起参观的湖南省军区参谋

吴睿深有感触地说，“公私分明”，不是刻

板 的 教 条 ，而 是 清 醒 的 自 觉 ；“ 不 搞 特

殊”，不是束缚手脚的枷锁，而是拒腐防

变的坚固盾牌。越是管钱管物管项目的

重要岗位、关键时刻，越是要用好手中的

权力、守好廉洁的底线。

为政之要，曰公与清。历史长河奔

流，杨立三的故事依然闪耀着时代光芒。

一段对话引发自律叩问——

“领导干部就是要不怕
撕破脸皮，守住底线”

巍巍大别山，英雄鄂豫皖。

在安徽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采访，讲

解员向记者讲述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

的一段父女对话。

“爸爸，能不能和组织部说一声，把

我调回北京？”那一次，面对女儿洪彦的

含泪请求，开国上将洪学智沉默了。

当时，洪彦的丈夫调往北京工作，而

她本人仍在吉林某单位任职，这对年轻

夫妇的孩子刚满 3 岁，两地分居给家庭

带来诸多困难。“只要父亲一句话，我就

能随调进京。”洪彦在回忆录里写道，以

父亲的身份，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

然而，一向和蔼的父亲这次却态度

坚决：“你知道每天有多少军人夫妻两地

分居？如果咱们搞特殊化，军队还怎么

带？”父亲还提醒女儿：“别打我的旗号去

找关系！”

“ 不 管 是 我 的 家 人 还 是 别 的 什 么

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这是洪学

智对亲友的约法三章，看似不近人情，

却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纪律的

敬畏之心。

是他真的无情吗？当然不是。洪学

智去世后，人们整理遗物时发现，他保存

最完整的是子女们凭自己努力获得的各

种奖状证书。

如今，这些发黄的纸片就珍藏在博

物馆的一角，静静地向世人展示着一位

父亲最深沉的爱——不是为子女谋得多

少利益，而是见证他们靠自己双脚走出

人生之路。

“我们领导干部尤其要‘以敬畏之心

律己’。”洪学智在基层调研期间遇到有

人请托送礼，都会严词拒绝：“收了第一

次，就会收第二次，这个口子绝对不能

开，因为许多人犯错误都是从这些看似

点滴的小事开始的。”

“领导干部就是要不怕撕破脸皮，守

住底线。”像洪学智一样从血里火里走来

的一代将帅，深知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

们用一生践行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古训。

当年，掌管着后方基地物资供应和

川陕苏区 70%黄金储备的郑义斋，在翻

越党岭雪山时遭遇严寒，有部下提议用

部分黄金换取棉衣，被他断然拒绝：“黄

金是人民的血汗，怎能因私欲而动用？”

当年，党的地下工作者肖林夫妇受

党派遣，建立起覆盖半个中国的商业网

络。当他们完成使命将全部经营所得上

交给党时，自家账本上却还记录着“购咸

菜半斤，超支两分钱”。

今天，清风正气仍在传承，榜样力量

仍在接续。

——“时代楷模”“绿化将军”张连

印退休后毅然放弃安逸生活，回到家乡

山西左云县张家场村植树造林。他不

仅将全部积蓄投入绿化荒山，还不要林

权，不要地权，承诺 30 年后无偿交还集

体。当地方领导提出给予补贴时，他坚

决拒绝：“我是一名老党员，为百姓做事

是本分。”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高雪莲

坚守军事经济安全防线，严格把好审计

每一关。面对多年故交、利益诱惑，她没

有一次松过口。不少人背后说她不近人

情，高雪莲坦然回应：“战场是最严苛的

审计员。纠结‘自己’这笔小账，就算不

清国防军事建设这笔大账。”

“黄金虽贵，不若清名永存。”一路寻

访我党我军红管家故事，记者感佩至深。

这些跨越时空的精神火炬告诉我们——

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最坚硬的铠甲，

是 刻 进 骨 血 的 信 仰 ，是 纤 尘 不 染 的 初

心。只有在纷繁复杂的诱惑面前保持清

醒，在利益与原则的抉择时刻坚守底线，

才能在世事变幻中始终锚定正确的航

向、挺起正直的脊梁。

（采访得到靳宪彬、李浩、张彦昕大

力支持）

（上接第一版）

密切交往，续写友好
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此行期间，东道主哈萨

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亲赴机场迎送，安

排战机为专机护航，共同欣赏哈萨克斯

坦儿童朗诵自创中文诗歌和表演民族

舞蹈；《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

典故》在中亚五国播出；习近平主席引用

的中国诗文典故广受当地民众关注和

喜爱……高规格礼遇和高度关注，充分

体现中国同中亚国家植根于两千多年

友好交往的深情厚谊。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与中亚

国家的传统友谊由人民书写，美好未来

也将由人民创造。本届峰会期间，中国

同中亚国家在地方合作、人员往来、教育

交流、文化旅游等领域达成一系列新的

合作成果，打造了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

到民间、从毗邻地区到更广区域的“心联

通”格局。

本届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

将在中亚开设更多文化中心、高校分校、

鲁班工坊、中医药中心等，在中国高校增

设中亚语言专业，继续实施好“中国—中

亚技术技能提升计划”，加强同中亚国家

立法机构、政党、妇女、青年、媒体、智库

等合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副校长劳夫·尤拉

洪佐达认为，人文交流是中国与中亚国

家关系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与中亚国

家进一步加强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合作，

有利于开辟新的合作模式和发展方向。

六国元首见证签署多份友城协议，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城数量突破 100对；北

京和杜尚别直航首飞，中国同中亚国家首

都直航实现全覆盖；六国签署促进人员往

来便利化合作倡议，同意出台简化签证手

续等便利化举措……以友城交往为桥梁，

促进人员交往，让中国和中亚国家民众像

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亲，友谊之

花必将越开越灿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市政府外办主任阿塞特·阿尔穆哈诺夫

说，友城间的联合人文活动和便民政策将

推动地方合作发展，密切两国人员往来，

在“中国—中亚精神”引领下进一步拉近

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

本届峰会期间，六国元首共同签署

“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

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条约的签

署显示中国同中亚国家政治互信达到新

高度、战略协作迈出新步伐、民心相通实

现新跨越，将为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长

期稳定发展筑牢根基。这是中国与中亚

国家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周

边外交的创举。吉尔吉斯斯坦前外长阿

利克别克·叶克申库洛夫说，条约的签署

不仅奠定新时代中国与中亚关系的基

石，也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大

生命力，将激励本地区成为和平发展、互

利合作、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典范。

此次习近平主席的中亚之行立足

周边、谋篇全局，引领中国—中亚机制发

展、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也汇聚维

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共识，是习近平外交

思想和中国周边外交的又一次成功实

践。沉甸甸的峰会成果清单，承载着中国

同中亚国家关系美好未来的期待，凝聚着

六国睦邻友好、命运与共的共识，汇聚各

方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力量。面向未

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将以“中国—中亚精

神”为指引，共护安宁、共谋发展、共促进

步、共守正义，续写互利共赢、相互成就的

故事，朝着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目标阔步前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记者谢

彬彬；参与记者：郑钰、苟洪景、张继业、

江宥林、李奥、吴长伟、蒋彪、王嘉伟、毛

鹏飞、钟忠）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成都市金牛

区一处普通民居，这是赵一曼烈士孙

女陈红的家。她珍藏着一幅根据照片

绘制的油画，画中赵一曼怀抱儿子“宁

儿”，神情坚毅。

赵 一 曼 ，本 名 李 坤 泰 ，1905 年 出

生于四川宜宾。大姐夫郑佑之烈士，

为中国共产党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

二 姐 李 坤 杰 、二 姐 夫 萧 简 青 、四 姐 李

坤 能 是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员 。 在

他们的引路下，李坤泰 1926 年夏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

学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莫斯科中

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她化名李一超，与同学

陈达邦相爱结婚。甜蜜还来不及品味，

怀着身孕的她奉命回国，在湖北、上海、

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她在

宜昌生下儿子。孩子仅一岁多，她和姑

妹陈琮英就将儿子寄养在五哥陈岳云

家，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革命。

分开前，她抱着儿子照了一张合

影，寄给了丈夫。谁料，竟成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她化名“赵一曼”，

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沈阳、哈尔

滨领导抗日斗争。

1934 年 7 月 ，赵 一 曼 前 往 珠 河 县

（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

委员，后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一师二团政委。

1935 年 11 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

一曼在珠河县小西北沟与日伪军激战

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

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北烈

士纪念馆）那间阴冷的刑讯室里，面对

非人的折磨，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

不屈：“你们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把

人剁成肉泥，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

在哈尔滨治疗期间，她强忍骨碎

化脓的剧痛，断然拒绝截肢——她坚

信保住腿，就有重返战场的希望。在

她的感化下，看守董宪勋与护士韩勇

义助她逃离魔窟。然而三天后，敌人

再度追至，赵一曼重陷囹圄。

1936 年 8 月 2 日，年仅 31 岁的赵一

曼 在 珠 河 英 勇 就 义 。 赴 刑 场 的 列 车

上，她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用被敌人

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远方的

儿子写下字字泣血的绝笔：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

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

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

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陈红带着哽咽诵读，这是她的父

亲——“宁儿”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

馆亲笔抄录，作为传家之宝。那不忍

卒读的字迹，蕴含着何等巨大的情感！

革命胜利后，李坤杰、陈达邦、陈琮

英和陈掖贤几经寻找，党组织终于确认

赵一曼就是李坤泰。陈掖贤在东北烈

士纪念馆抄录母亲遗书时，在手臂上用

钢笔深深刺下“赵一曼”三个字。

在哈尔滨，2375 米的“一曼街”刻

入城市肌理；在宜宾，一曼公园、一曼

村 、一 曼 大 道 、一 曼 中 学 成 为 追 怀 之

地；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金牛区

纪委监委等邀请陈红作为宣讲老师，

走进社会和课堂……中华大地上，赵

一曼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传颂！

（据新华社成都 6月 20 日电 记

者谢佼、杨思琪、姜思妮）

赵一曼：巾帼英雄 舍家卫国

据新华社香港 6月 21日电 （记者

孟佳）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

解放军进驻香港 28 周年，驻香港部队于

6 月 21 日至 22 日举办“七一”军营开放

活动，组织香港市民到昂船洲、石岗、新

围军营参观。

21 日上午 10 时左右，昂船洲营区举

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在激昂雄壮的

国歌声中，仪仗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

入场，现场市民与驻香港部队官兵肃立，

向国旗敬礼并高唱国歌。

在随后进行的刺杀操、猎人战斗等

课目表演中，驻军官兵展示过硬军事技

能，赢得观众热烈掌声。在武器装备展

示区，许多市民体验枪械、观摩车辆、登

上舰艇，向官兵学习打绳结、进行模拟射

击，现场气氛活跃。

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人潮涌动，很多

香港市民带着小朋友参观“梦起东方——

中国梦·强军梦·香江卫士”主题展览，领

略党、国家和军队的奋斗历程与发展成

就。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很多市民参观

后表示，将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生

活，希望香港的未来更加美好。

这是驻香港部队第 35 次举办军营

开放活动，28 年来累计接待观众 93 万人

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

少年军事夏令营、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

和国防教育体验营等活动，并积极参加

义务植树、慰老爱幼等活动，与广大香港

市民共同唱响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的

主旋律。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
6 月 21 日 ，潍

（坊）宿（迁）高铁山

东临沂段首榀箱梁

架设成功，正式进

入线上架梁施工阶

段。图为当日在潍

宿高铁郯城沭河特

大桥施工现场，工

作人员在进行箱梁

架设。

新 华 社 记 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