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3 要 闻 ２０２５年７月１２日 星期六版面编辑/王沥慷 徐鹏

盛夏的赵王河畔绿意葱茏，河西的冀

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气势恢宏，馆内一件

件珍贵藏品、一张张历史照片，带参观者

走进那段边区军民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

山东菏泽，这片浸染无数英雄鲜血的

红色热土，不断在历史的回响中汲取奋进

力量。近年来，这个一度在全省经济排名

靠后的“后进生”，跑出“后来居上”的加速

度，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年位居全省前列。

“1943 年，日军突袭刘岗村，严刑逼

迫村民说出八路军的秘密。眼看村民一

个个被杀，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战士秦兴

体站了出来，向侵略者高声反抗，义无反

顾献出了生命……”在菏泽市曹县韩集

镇刘岗村，74 岁的义务讲解员刘全义站

在刘岗大水牢纪念碑前，动情讲述着“红

三村”的抗日故事。

在地图上，刘岗村、曹楼村、伊庄村

如“品”字排列。抗战时期，日军在作战

地 图 上 将 这 3 个 村 圈 住 ，中 间 写 一 个

“赤”字。从此，3 个村有了一个共同的

名字——“红三村”。在此后的烽火淬炼

中，“红三村”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成为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大本营。

九曲黄河自菏泽入鲁，在菏泽境内

绵延 185 公里。抗战期间，依托黄河这

道天然防线，菏泽军民巧妙与日军周旋，

赢得一场场胜利。

不过，黄河的水患频发也曾让沿岸

百姓吃尽苦头。近年来，随着黄河滩区

居民迁建工程实施，滩区群众圆了期盼

多年的安居梦。

踱步在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兴东

新村，红瓦白墙的联排小楼错落有致，室

内家电、家具齐全，楼前停放着私家车。

2022 年，70 多岁的许银堂成为兴东

新村 1100 多户迁建居民之一。“能安稳

地住上楼房，过去想都不敢想。”忆及滩

区旧居，老许感慨万千。几十年间，他经

历了从土坯房到砖瓦房再到如今宽敞明

亮楼房的“三级跳”。

安居更要乐业。黄河岸畔，东明县

的运动鞋加工厂、郓城县的月饼加工生

产线等“家门口”的产业项目，成为带动

滩区发展的新引擎，也让滩区群众生活

焕发新光彩。

黄河水依旧滚滚东流。依黄而生、因

黄而兴，菏泽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抢抓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当地干部介绍，菏泽

正精心谋划实施居住、交通、生态、风貌、管

理、文明、安全等“七大品质提升工程”，聚

力打造鲁苏豫皖四省交界中心城市。

时光荏苒，抗战硝烟早已散尽，如今

菏泽正向着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发起“冲

锋”。10余年间，菏泽经济总量由“全省垫

底”到“跻身中游”，成为山东发展速度最

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市之一。

记者在菏泽市鄄城县陈王街道化工

产业园看到，龙蟠科技投资建设的磷酸

铁锂、磷酸铁自动化项目正在开足马力

生产。目前，“铁锂 1 号”正极材料正源

源不断投向市场。

产业追新，发展逐绿。菏泽市商务

局局长尹慧萍介绍，牡丹区投资 78 亿元

的江苏超电动力电池项目、鲁西新区投

资 130 亿元的山东海辰一体化零碳产业

园、单县投资 75 亿元的纺织新材料智能

制造产业园、郓城县投资 3 亿元的中储

物流绿色智能仓储项目等，为菏泽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回望历史，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

新时代的产业腾飞，红色基因已内化为这

座城市发展的深层动力。在这片英雄的

土地上，新时代的“突围”故事仍在继续。

（据新华社济南 7月 11日电 记者

陈国峰、刘铮）

传承红色基因 奋力“后来居上”
—重访边区看山东菏泽高质量发展

东起上海，西达乌鲁木齐，北至太

原，南抵香港……

抗战期间，中国许多重要枢纽城市

里都曾有一处身份特殊的小楼、小院。

当年的名称或有些许差别，如今，它们被

统称为“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

全面抗战爆发后，经国民党当局同

意，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各地公开设

立了 18 个办事处。在中华民族抵御日

寇侵略的历史上，“八办”如同一座座红

色堡垒，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一扇窗

横竖不过半尺，一个方正的小窗，开

在西安七贤庄一间临街房间的墙壁上。

有人说，窗外是西安，窗内是“延安”。

当时，《新华日报》就是从这扇窗户

传递出去，使国统区了解了我党的政治

主张，也让世界知晓了“中国的西北角”。

西安“八办”的地下电台还承担了红

色中华通讯社电文的转播任务。这个秘

密电台不仅使远在江南地区出版的新四

军《火线报》《东进报》可以及时转载来自

延安的声音，还让党的电波传至欧洲的

部分地区。

重庆、武汉的“八办”，同时发行两种

版面的《新华日报》，又经过西安、桂林等

地“八办”，发往各地以及国外的共产党

组织，最高发行量一度突破 5 万份。

在香港，《新华日报社论集》和《群众》

周刊印刷发行，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

论》论著被翻译成英文。香港“八办”创办

了《华侨通讯》，许多文章除被港媒大量转

载外，还登上了纽约《华侨日报》、秘鲁《华

商日报》和菲律宾《菲岛华工》……

洛阳“八办”的电台, 则成为中共河南

地下组织的重要通信联络平台，帮助中共

豫西省委打通了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八

路军前方总部和新四军之间的无线通道。

在“八办”推动下，我党的政治主张

不仅被全国人民广泛知晓，极大鼓舞了

抗日救国的信心，也取得了世界人民的

同情和支持。

一盏灯

在进步作家丁玲的回忆录里，西安

“八办”地下室里那盏瓦数不大的电灯，

让她看到了希望。

刚刚被我党营救出来的丁玲，隐蔽在

西安“八办”地下室里，等待前往革命圣地

延安。昏暗的灯光下，丁玲见到了美国记

者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这时大家都

年轻，都有满腔热情，用三种语言同唱《国

际歌》……”丁玲在回忆录里提到。

抗战时期，“八办”高度重视做进步

青年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军政大

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在国统区招

生后，“八办”很快就成立了招生机构，周

恩来、朱德、彭德怀和叶剑英等亲自到西

安、武汉、广州等地学校演讲、进行宣传。

1937 年底，南京沦陷，南京“八办”

和武汉“八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后

送 了 近 千 名 进 步 青 年 到 延 安 去 。 仅

1938 年 2 月至 5 月，西安“八办”护送了

2000 余 名 进 步 青 年 前 往 陕 甘 宁 边 区 。

“许多人看到延安宝塔的一刻，激动地俯

下身子，亲吻脚下的土地。”延安革命纪

念馆馆长刘妮介绍说。

艾青、冼星海、萧军、贺敬之、赵树

理、周扬、艾思奇……陕北汇集了那个年

代璀璨的明星。

至 1940 年，约有 10 万人经“八办”汇

集到延安，其中接近半数是知识分子。

这样的一支人才队伍，不仅为延安注入

了思想、文化、艺术和技术的活力，还为

后来新中国的成立储备了人才力量。

一座碑

当年到达西安“八办”后，电台队长

刘泮林上的第一堂课是气节教育。刘泮

林曾回忆，组织上要求每个人都要做好

最坏的打算，但共产主义信仰不能丢。

门口就是特务、宪兵，断水断电，暗杀

伏击……为防止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

大，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多种卑劣手段。

乌鲁木齐“八办”负责人陈潭秋、西安“八

办”高级参谋宣侠父、重庆“八办”秘书李

少石，都牺牲在国统区特殊的战场上。

一边面对的是迫害和牺牲，一边还

要顾全大局坚持合作抗日。

1937 年 9 月 至 1938 年 10 月, 武 汉

“八办”共后送军饷法币 655 万元、枪炮

730 多支（门） 、弹药 1300 多箱、服装 4.6

万套、药品 3.5 万箱。南京“八办”虽然仅

存在了三个多月，仍后送军饷及被装折款

计法币 197.5万元，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除了筹集物资款项，各地“八办”还

开展了营救我方同志、揭露敌人罪行和

团结开明人士等工作。

“‘八办’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中

国革命和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八路军

西安办事处纪念馆馆长余红健介绍说。

1945 年 10 月 ，在 重 庆“ 八 办 ”，

毛泽东将《沁园春·雪》题赠著名诗人柳

亚子先生，之后在报上发表，轰动山城。

此时，抗战已经结束，一段“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的时代即将到来。

（据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

黎云）

风云“八办” 烽火前哨
—探寻八路军办事处的历史功勋

■李强当地时间 10 日在开罗同埃及
总理马德布利会谈

■李强11日结束出访回到北京
■丁薛祥 11 日在天津出席 2025 上合

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均据新华社）

“一个人到离家数百公里的乡镇工作，

你图啥？”这是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马过河

镇政府工作人员谭蒋峻被问得最多的话 。

他的回答是：基层需要大学生，农村需要年

轻人投身建设。

2020 年，从金融学专业毕业的谭蒋峻通

过“三支一扶”计划来到马过河镇，成了大山

深处的一名基层工作者。近 5 年时间里，他

用“铁脚板”丈量全镇 59 个村民小组，将专业

知识应用到山乡的产业发展中，在基层一线

书写着青年的责任担当。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谭蒋峻，对农村有着

深厚感情。毕业后，周围的同学都进了银

行，而谭蒋峻却一头扎进了农村。

初到马过河镇，融入群众成了谭蒋峻的

“ 头 等 大 事 ”。 每 天 他 都 跟 着 村 委 会 的 老

同志往村里跑，谁家种了几亩玉米、养了几

头牛，他都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遇到村民

在田里忙活时，他就蹲在田埂上搭话，跟着

村民学方言、干农活。渐渐地，他成了村民

们的熟人，大家远远地就会招呼他“小谭”，

遇到事情也会第一时间找他。

“群众找我，是信任我，我得尽力帮他们

想办法。”谭蒋峻说。村子里有农户担心自

家的蔬菜大棚被冰雹砸坏，他为农户提供了

加固大棚、深挖沟渠的实用建议。养牛大户

遇到技术瓶颈，他便主动联系镇畜牧站技术

人员上门指导。

为了摸清全镇种植养殖产业底数，他走

遍全镇 59 个村民小组，每次天不亮就出发，

晚上八九点才能回到镇上。最远的黑丫口

村车程要一个半小时，遇上农户不在家时，

他常常在山路上一等就是半天。

“认真细致、踏实负责”是许多同事对

谭蒋峻的评价。每季度统计汇总农业生产

情况时，谭蒋峻会带着大家反复核对每一

项数据，有的村干部不会用电脑，他就亲自

去教。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谭蒋

峻深知产业对于马过河镇的重要性。他发

挥金融专业优势，帮助当地企业对接银行解

决资金难题，并协助申请 245 万元项目补助资金，推动樱桃李种植基地等产业

项目落地。

“越来越多的人向往乡村生活，这对马过河村来说是个好机会。”谭蒋峻

说。马过河村有许多旧房闲置多年，谭蒋峻积极对接云南青墨旅居房地产有限

公司，推动引入“马过河民宿村”项目，发展旅居产业。

该公司行政主管吕伟东还记得考察项目时，这位镇政府来的年轻人每天

都陪着他们做规划测量和设计改造。“项目能顺利落地，小伙子出了不少力。”

吕伟东说，谭蒋峻热心地帮助企业与农户沟通、对接各种手续，保证了项目如

期开工。

今年 5 月，首批打造的两个民宿小院已完工，八间客房在暑期里预订火

热。村民们不仅可以收取租金，还依托民宿村开起了小店。

从青涩学子到基层骨干，谭蒋峻用行动诠释了将青春扎根基层沃土的初心

使命。“我很想回家，但我也想为这里再做点什么。”服务期满时，他毫不犹豫地

选择留在马过河镇。“我将继续在基层岗位上为人民服务，为乡村振兴添砖加

瓦。”谭蒋峻说。

（新华社昆明7月 11日电 记者熊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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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董

博婷）以“绘改革蓝图 谱时代新篇”为主

题的第 33 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

教育活动 11 日在京启动。

本届读书活动将围绕主题，在各地

中小学生中积极开展红色研学夏令营、

红色故事会等“阅读+实践”特色活动，

打造多元立体的青少年阅读生态，并依

托各地数字化教育平台强化赋能，深入

开展网上答题、征文、小学生故事会、中

学生演讲会等活动，激发青少年投身新

时代改革开放的内生动力。

启动会上，来自福建、四川、安徽、河

南、河北的相关部门和师生代表作交流

发言，讲述读书故事，分享感悟收获。教

育部、全国妇联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以

及来自全国多地的教师和学生代表 360

余人参加活动。

据介绍, 全国妇联发起和组织的青

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已举办 32

届, 累计吸引 10 亿人次青少年参与。

第33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在京启动

暑期高温多雨，人员流动增多。疾

控机构监测研判，预计病媒生物、自然疫

源性等传染病风险将会有所增加。

以科学防护之盾，抵御夏季健康风

险 。 11 日 ，国 家 疾 控 局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解答公众关心的夏季重点传染病防

控等热点问题。一起查收这份“健康度

夏指南”。

筑牢高温下的“健康防线”——

近期国家疾控局、中国气象局联合

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怎

样用好这项健康气象服务？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

品安全所研究员潘力军介绍，高温健康

风险预警分为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

风险、高风险、极高风险五个等级。当

预警图上出现橙色和红色时，分别代表

高风险和极高风险，需要警惕并做好健

康防护。

“处于橙色预警时，重点人群要避免

外出；处于红色预警时，户外工作人员要合

理安排作业时间，使用防暑降温用品，出现

不适症状时立即停止作业。”潘力军说。

重点呵护儿童假期健康——

春夏季是手足口病与疱疹性咽峡炎

高发期，儿科专家建议家长们帮助孩子

做好防护。

“疱疹性咽峡炎最典型的症状为急

性发热，并伴有咽峡部疱疹，后期形成溃

疡后，孩子可能会更加疼痛，影响进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感染内

科主任医师刘钢说。

专家指出，疱疹性咽峡炎是自限性

疾病，通常预后良好，多数患者 5 天左右

自愈。但如果孩子出现反复高热、精神

差、抽搐、呼吸困难等严重症状时，应及

时就医诊治。若孩子患病期间同时出现

了手、足、臀等部位的斑疹，还需考虑手

足口病的可能。

呵护好儿童暑期健康，家长和孩子

都要养成良好卫生习惯，注意勤洗手、居

室通风。此外，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膳食

和适当运动，增加孩子抵抗力。如果孩

子患病了，应做好保护性隔离，避免交叉

感染。

蚊虫防控切断登革热传播链——

监测显示，我国常年有登革热输入

病例报告，部分南方省份夏秋季可能发

生经伊蚊叮咬传播的疫情。

广东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李艳提醒

公众，登革热患者典型症状表现为突起

发热，全身肌肉、骨骼及关节痛，皮疹，出

血及白细胞减少等。在流行季节，如果

伊蚊分布地区市民出现上述症状，应及

时到医院就诊。如有境外旅居史，要主

动告知接诊医生。

“灭蚊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翻盆倒罐、

清理积水、清除杂物。家庭要安装纱门、

纱窗，使用蚊帐加强个人防护。”李艳说，

在蚊媒活跃季节出游，建议穿浅色长袖

衣裤，涂抹驱蚊剂产品。如需前往东南

亚、南美、非洲等蚊媒传染病高发地区，

应提前关注当地传染病疫情，做好防蚊

措施。

野外出行警惕自然疫源性疾病——

部分家庭利用暑期游览祖国大好河

山。然而，在风景美丽的自然界中，一些

鼠类、旱獭等啮齿类动物都有可能传播

危险的鼠疫。

“到鼠疫自然疫源地旅游，注意不要

接触旱獭等野生动物，不要在洞穴附近

坐卧休息。”中国疾控中心鼠疫及布氏菌

病预防控制基地研究员邵奎东建议，野

外出行应充分做好个人防护，着装严密，

尽量穿长裤、长袜。袖口、裤脚等部位扎

紧，防止跳蚤叮咬。如无特殊情况，不要

在野外宿营。

洪涝灾后防范次生健康风险——

近期，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洪涝

灾害。洪涝容易带来水源污染、病媒滋

生、环境恶化等问题。

潘力军说，灾区居民务必选择安全

卫生的饮用水，绝不饮用生水或来源不

明的水。食物要彻底煮熟，不吃腐败变

质、淹死病死禽畜及被污水浸泡过的食

物。及时清理环境垃圾、淤泥和积水，先

清理、后消毒、再回迁。在血吸虫病流行

区，避免接触疫水至关重要，接触后出现

发热、腹泻须主动就医并告知接触史。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

人。国家疾控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

司长席晶晶表示，重点人群要密切关注

权威部门健康风险预警和健康提示信

息，结合自身状况，做好健康防护。

当科学防护成为全民共识，就能有

效抵御夏季健康威胁，守护千家万户的

平安清凉。

（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记者顾

天成）

筑牢高温下的“健康防线”
—国家疾控局解答夏季重点传染病防控等热点问题

近年来，四川省攀枝花市依托安宁河谷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壤，发展特色农业，高水平建设“天府第二粮仓”。图为

9日拍摄的米易县撒莲镇安全村高标准农田。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上接第一版）

为了满足观众多元需求，首都电影

院今年推出“新新剧场”，致力于向“电

影+”文化空间转型，目前已举办 60 余场

演出。

“读完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我内心

涌起强烈的使命感，深刻认识到影院可

以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首都

电影院城市副中心店负责人高颖说，“基

层影院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

更优质的放映服务、更丰富的文化活动，

让每一块银幕、每一个影厅都成为传播

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文化窗口。”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电影

事业，对电影工作者寄予厚望，这次给电

影艺术家的回信，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

标定了航向、指明了路径。”中国电影家

协会主席陈道明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

鼓励和鞭策下，我们将保持创作热忱，推

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展现时代风貌的

好作品，朝着建成电影强国的奋斗目标

不断前进。”

（新华社北京 7月 11日电 新华社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