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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在东京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
在寅共同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强调，为促进亚洲的和平
稳定繁荣作出新贡献

■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
在寅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
在寅共同出席第六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李克强当地时间9日在东京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
■李克强9日致电欧尔班，祝贺他再次当选并就任匈牙利总理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深圳5月9日电 （记者周
科）“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 40年”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近日
在深圳启动，来自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
的120名编辑记者参加采访报道。

深圳蛇口，是我国第一个对外开放
的工业区。采访第一站，编辑记者们来
到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在历史的回响
中感受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
变。前海深港合作区，建在滩涂上的新
城，短短几年成为全国发展最好、最快
的区域，编辑记者们深入这个“特区中
的特区”，探寻改革再出发的活力。

在 5月 7日至 9日的集中采访中，编
辑记者们兵分两路，分别前往深圳各
区、科研院校、高新技术企业、城中村开
展采访报道。

此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由中央宣
传部组织，5月上旬，中央和地方主要媒
体以蹲点调研和集中采访相结合的方
式，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地
开展采访报道。5月下旬，各媒体将统
一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年”专栏，推出系列采
访报道和新媒体产品，展示改革开放奋
斗历程、伟大成就，揭示改革开放以人

民为中心的内在发展逻辑，宣示改革开
放的世界意义。

中宣部商有关部门和地方梳理了一
批代表改革开放的老典型，挖掘了一批
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体现新时代改革特色的新典型。

本次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前，中宣部
还在深圳举办了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
宣传报道专题培训班，各省区市、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宣传部新闻处负责
同志、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的部门负责同
志以及参加深圳集中采访的全体人员
等160人参加了培训。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
开放40年”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记者于
佳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9日表示，中方
已收到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先生的来

信，正式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
济对话牵头人刘鹤访美，就双边经贸问

题继续磋商。中方已接受邀请，同意在
适当时候赴美磋商，双方工作团队正在
保持密切沟通。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方应邀派团赴美进行经贸磋商作出回应

本报太原5月9日电 路俊、记者邹
维荣报道：9日凌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将高分五号卫星
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中，由中
心试验技术部二室主任董富治牵头研制
的多个3D打印装备器件得到成功运用，
标志着这个中心以航天装备应急保障能
力为代表的航天发射能力实现新跨越。

航天发射领域专业性强、特种装备
多、非标准组件多，以往非标准组件生
产难度大、订购周期长，一直是困扰航

天装备应急保障的突出难题。近年来，
随着短周期和应急发射成为航天发射
能力建设新要求，非标准组件保障问题
进一步凸显，成为制约航天发射能力提
升的瓶颈。

面对现实难题，中心试验技术部二
室将目光放在了科研创新上，他们结合
自身在数据建模上的优势，将3D打印技
术作为破解非标准组件保障难的关键。
在中心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该室成立课
题组，相继攻克图纸分析、数字建模、数

据调试、高精度匹配等 10余项难题，在
光学设备和某型任务组件上取得突破。
某光学分队工程师赵远说：“基于 3D打
印技术生产的器件，精度高、生产速度
快，完全可以满足应急使用要求，为装备
应急保障能力提供了可靠支撑。”

据悉，3D打印技术目前不仅被用于
非标准组件的应急加工，还成为中心科
研项目重要的研发辅助工具，多个课题
的理论模型通过 3D打印技术实现具体
化，课题攻关速度大大提升。

3D打印助力神箭飞天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航天装备应急保障能力实现新跨越

“5·12”汶川特大地震，北川羌族
自治县是重灾区之一。10年过去，北
川如今面貌如何，北川人民的生活怎
么样？记者一行来到北川时得知，我
们已是近期来到这里采访的第七批记
者，折射出全国各族人民对北川的关
心关注。

伴着一场小雨，记者来到北川老
县城地震遗址，街道两旁随处可见的
祭台、挽联，无不诉说着伤痛并未远
去。路过北川大酒店遗址时，县人武
部职工、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郑植耀介
绍说，酒店广场原来是当地人跳沙朗
舞、喝“砸酒”的地方，震后这里成为数
千名幸存者的避难场所，北川的干部
群众在这里集结，开展抗灾行动。

10 年如白驹过隙。在离北川老
县城 23 公里外的安昌河畔，由中国
城市规划设计院设计的北川新城拔
地而起，历史文化、民族特色与现代
文明交错互融，完善配套的公共设施

同羌族文化气息浓郁的建筑风格完
美结合，北川羌族自治县在这里涅槃
重生。
“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

人民”。漫步在新北川的抗震救灾
纪念广场，抬头仰望高耸的纪念碑，
中华儿女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豪
迈精神油然而生。夜晚来临，广场
上热闹起来，上百名群众跳起健身
广场舞，民间艺人唱着藏羌歌曲，孩
子们奔跑追逐、嬉笑玩耍，路旁的小
贩吆喝着兜售当地美食，外地游客
漫步其中留影纪念……新城的广场
再次成为北川群众健身娱乐、休闲
放松的好去处。

广场后方的步行街，被当地人称
为“巴拿恰”（羌语“集市”的意思），位
于新城的中轴线上，是新城最繁华的
地方。整条街道都洋溢着羌族风情，
地道的北川腊肉、打糕、野山菌、蜂蜜
等土特产吸引着游人驻足品尝，美丽
的羌绣图案随处可见……如今的北川
已成为一座羌族文化旅游城。

北川新城地势平坦，交通区位优
越，公路、水路、航空网络格局的建设

为北川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里有
大禹故里、中国羌城、九皇山、药王谷
等旅游景点，以及以北川老县城遗
址、“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新
县城为代表的示范区；先后荣获全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国家园林县城等多
项殊荣。北川优美的环境，和谐的生
态，独具特色的羌族文化，正吸引着
八方来客。

如今，北川县委、县政府坚定不移
把脱贫攻坚作为首要目标、把永续发
展作为关键目标、把民生改善作为终
极目标，大力实施“品牌先导、绿色崛
起、双创驱动、开放粘合”战略，着力打
造文化旅游发展引领区、精品农业示
范区、通航经济创新区、应急产业先行
区，努力建成“大美羌城、生态强县、小
康北川”。作为震后唯一一个整体异
地重建的县城，新北川正努力成为中
国小城市发展的典范。

能把苦难称为财富的人，其实已
经超越了苦难。10年来，懂得感恩的
北川人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奋进路上谱
写了新的乐章。

一座新城的感恩与奋进
——汶川大地震10周年探访新北川

■中国国防报记者 范奇飞 张 蕾

重访汶川

立夏过后，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错落有致的山旮旯田里，劳作的人、牛、农机与附近山林、民居构成了绿意盎然的初

夏田园景观。图为5月9日该县新州镇含山村六楼屯农民开垦的山间旮旯田，当地农民在田间插秧。 新华社发

从太原市出发，往北百余公里就
到了娄烦县静游镇峰岭底村，这里是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政治活
动家高君宇的出生地，也是他 16岁以
前一直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高君宇故居纪念馆坐落在峰岭底
村东，依山而建，山上青松翠柏，迎
接前来参观瞻仰的人们。纪念馆下院
的中央，高君宇的全身铜像静静矗
立，这位革命先驱身着长衫，手握书
卷，尽显当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奔走呼
号的风貌。

1896年 10月，高君宇出生在当地
一个有名望的大户人家。受父亲的影
响，他思想活跃，赞成新生事物，向
往变革与革命。

1916 年，高君宇考入北京大学，
参加各种进步社团，广泛接触有进步
思想的老师和学生，在北大崭露头
角，成为学生领袖。1919年参加领导

了五四运动，带领学生上街游行，火
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组织各校罢
课，发表革命文章。

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锤
炼，使高君宇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
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自觉担当起在
中国大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任。
1920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发起组
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长辛店创
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
职工联合会，领导发动了北方早期的
工人运动。1920年冬，高君宇加入北
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是
全国50余名党员之一。

1924 年夏天，高君宇回到山西筹
建共产党组织。1924年下半年南下广
州担任孙中山先生秘书。1924年底陪
同孙中山北上，协助进行国民会议促
成会的筹备工作。1924年 12月起任中
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5年 3月 5日在
北京病逝，时年29岁。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

闪 电 之 耀 亮 ， 我 愿 死 如 彗 星 之 迅
忽。”——这是高君宇写在自己照片上
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
一生的真实写照。

当地的文保工作者李国成发掘、
研究高君宇英雄事迹已经二十多年
了。谈到这首革命诗歌，他动情地
说：“伟大的信仰让高君宇充满力量，
他因奔波不息积劳成疾，但却不顾个

人安危，且随时准备为革命付出自己
的生命。他如同闪电一般，划破旧世
界的黑暗，悄然点亮中国的未来。”

如今，高君宇的故乡峰岭底村正全
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故居周边 43 户
村民喜迁新居，村里的学校、纪念广场、
文化大院等，或维修改造，或选址新建，
都以崭新面貌映现在山水环绕之间。
峰岭底村党支部书记王旭珍告诉记者，
多年来，一代英烈高君宇的事迹在娄烦
县家喻户晓，君宇精神更是融入峰岭底
村3700余名百姓心中。

2013 年 6 月，修复后的高君宇故
居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月均接待游
客 3000 余人。2017 年，有 7 万余人前
来参观，有许多单位选择在这里举行
入党、入团仪式，进行党团员培训。
学校也纷纷组织青少年学生来这里
聆听英雄事迹，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前来瞻

仰英烈高君宇，他是我们这儿的骄
傲。”王旭珍说，我们一定要把君宇精
神继承发扬下去，坚守理想信念，在
各自平凡的岗位上不懈奋斗。

（新华社记者 霍 瑶）

左上图：高君宇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生如闪电之耀亮”的青年先锋—高君宇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伟民广场中
央有一尊高高矗立的铜像：他雄姿英
发，没有扣住的西服外套随风向后扬
起，右手拄着杖，左手插在裤兜里，
炯炯有神的目光迎风远眺。他就是早
期工人运动领袖林伟民。

林伟民，1887年出生于广东省香
山县三灶岛西洋田村（今广东省珠海
市金湾区三灶镇鱼月村）。早年到香
港谋生，在外国轮船上当海员。

1920年起，林伟民和苏兆征等在
香港海员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发
起组建了香港海员工会，为筹备委员
之一。

1921年 3月，“中华海员工业联合

总会”在香港成立，他当选为干事会
干事，负责交际方面的工作。

1922年 1月，林伟民和苏兆征等
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同年 7月，
协助建立了上海海员工会，被推选为
工会主任；8月，发动和领导了上海
海员大罢工。

1924年春，林伟民代表香港海员
工会赴苏联出席国际运输工人代表大
会，在苏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0月回国后任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广州办事处主任，12月领导广州盐船
工人进行罢工斗争。

1925年 5月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
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长，成为早期中国工人
运动的卓越领袖。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后，林伟民
在广州发动沙面洋务工人和香港工人
联合举行反帝政治大罢工，声援和支
持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6月主
持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临
时办事处的工作，从事接待香港罢工
工人，筹措罢工款项等活动以保证罢
工的顺利进行。

1925年 6月 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
后，他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参加了省
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由于长期紧张繁忙的斗争和艰
苦贫困的生活，林伟民腿部的骨结
核病在省港大罢工期间恶性发作，
1925 年 8 月不得不住院治疗。林伟
民身卧医院，仍关心和支持着省港

罢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 1926 年 1
月全国海员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
召开，林伟民因病未能出席大会，
仍被选为全国海员总工会的执行委
员 。 5 月 在 第 三 次 全 国 劳 动 大 会
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
执委员会委员。

1927 年 5 月 ， 林 伟 民 病 情 恶
化，再次被送进医院进行第三次手
术，并为避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
把名字改为林齐卿。同年 9月 1日病
逝于广州医院，时年 40 岁。广州盐
船工人冒着极大的危险，偷运出他
的遗体进行安葬。新中国成立后，
广东省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骨移葬于
广州银河革命公墓。

为了纪念林伟民及他所领导的工
人运动，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建立了
林伟民与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
馆，馆内设有林伟民陈列馆、中国早
期工人运动史迹陈列馆等。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文化服务中
心副主任郭圣希说，陈列馆自 2017年
1月开馆以来，先后接待各类参观团
体 237 个，累计参观人次 2 万多人，
陈列馆已是珠海市党员、群众红色革
命教育的重要场所，是珠海市党史党
性教育基地，并入选广东省首批红色
革命遗址重点建设示范点。

（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左上图：林伟民（油画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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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林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