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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王
家庄有一座白墙灰瓦、古色古香的“三
坊一照壁”民居，这就是革命烈士王德
三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如今
作为祥云“红色传承”教育基地的一部
分，仍完整地保留着。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1898
年 7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1921 年考
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中国第一个学习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
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经邓中
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
王德三到陕北建立党组织，是陕北地
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重要领导人
之一。

1925年，王德三回到北大复学，先
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
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等职，参
加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

1927 年 2 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

教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到云南工
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委、省
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
会代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
低潮。王德三根据云南地方军阀的实
际状况，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决的革命
斗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1927
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
铁路沿线，在蒙自、个旧厂矿和滇南农
村继续坚持斗争，开展了深入工农的艰
苦工作。

1930 年 1 月，王德三当选为中共
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在白色恐怖
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云南省
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
顽强的斗争。他深入少数民族聚居
区，认真总结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
验教训，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主
张，启发少数民族兄弟的阶级觉悟。
他针对滇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
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纲》，这是
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少数民族工作的
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930年 11月，因叛徒出卖，王德三
不幸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他不为所动，写下了感人至深的万
言《遗书》。《遗书》中他这样对父亲说，
“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
义。”“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
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
在人世上？”“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
身子献给人类了！”

1930年 12月 31日，王德三在昆明
英勇就义，年仅33岁。

祥云县“红色传承”教育基地管
理中心主任王锦琼介绍，每年都有不
少于 3 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王德三
故居缅怀英烈。“王德三为革命事业
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为了真理、为了
正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值得
所有人学习。”

（新华社记者 丁怡全）

王德三：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

盛夏时节，记者来到第 82 集团军
某旅野外驻训场，映入眼帘的是火热
练兵场景。该旅旅长潘守勇告诉记
者：“我们移防不久便能展开实战化
训练，这要感谢邯郸市委、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

原来，这个旅移防河北邯郸后发现，
外训场训练环境不容乐观：由于训练场
之前鲜有部队进驻，训练设施老化、缺少
重型装备进出道路；一些老百姓在训练
场内开垦了农田，训练时容易引起军民
纠纷。“提升战斗力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部队还没有进驻，旅领导就开始为训练
的事发愁。

没想到该旅进驻训练场的第二天，
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就带领人员前来慰
问。“部队在战斗力建设上对地方政府的
所需所盼，应该是我们的所想所为。”慰
问当天的军地对接会上，邯郸市领导表
示，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拥军支前要聚焦

部队实战化训练。
更让官兵没想到的是，市领导前脚

刚离开，部队驻地附近的乡、村两级工作
人员就来到训练场，调查场地被侵占情
况，并第一时间深入农家开展说服工作。
几天后，不仅被侵占的训练场地全部收
回，周边数十亩无农作物的河滩地也无
偿提供给部队野外训练使用。

暖心行动还在继续。该旅进驻训练
场的第三天，市政府工作人员就来到训
练场，对接建设重型装备进出道路事宜。
目前，随着专项资金拨付到位，战备路修
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距离训练场不远，一家地方企业修
了一条道路。每逢部队组织实弹射击训
练，会给车辆通行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
了解情况后，地方及时派出交警与该旅
官兵一起执行警戒任务。据了解，部队移
防至今，实弹射击全部按计划组织，没有
一次因为警戒不到位而推迟。

邯郸市为移防部队训练场建设排忧解难

拥军支前聚焦部队实战化训练
■李胜强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邹 垚

炎炎夏日，一辆辆新型步战车和坦
克驶出营门，开赴野外训练场……目睹
这一幕，甘肃省嘉峪关市驻军某旅旅
长朱永黎欣喜地说：“现在柏油路修到
营门口，重型装备可以从营区直接开
到野外训练场，有效提高了新装备训
练效益，缩短了机动时间，提升了战备
能力。”

朱永黎说的这条路，就是连接该旅营
区和野外战术训练场的战备路，改造之前
是简易的便道，由于坑洼不平，无法满足
部队快速机动，制约了战备训练。
“支持驻军练兵备战，提供优质交通

保障，我们责无旁贷！”2016 年，战备路
建设项目经由嘉峪关市发改委立项批
复，当地政府组织国土、交通等相关单位
会商对接，仅用 3个月就进入施工阶段。
去年 10月，这条战备路赶在部队野外训

练回撤前交付使用。
近年来，随着部队编制体制调整改

革，驻嘉峪关部队的交通保障需求逐年
增加。服务部队重型装备交通运输，改善
营区与野外训练场之间的道路状况，成
为嘉峪关市委、市政府支持部队练兵备
战的重点工程。为此，嘉峪关市全力以
赴，先后建成部队营区通向野外训练场
的5条战备路。

嘉峪关市交通战备办公室副主任吴
吉林介绍，随着嘉峪关市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以前部队营区到训练场之间的道
路陆续被划入城区，为给部队修战备路，
部分居民和企业顾全大局，及时进行了
搬迁。如今，平整规范的营区道路、通往
野外训练场的完善路网已覆盖所有驻嘉
峪关部队，极大方便了部队训练演习、战
备执勤及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

嘉峪关市为驻军练兵备战提供优质交通保障

五条新修战备路直达训练场
■本报特约记者 肖传金 特约通讯员 郭干干

“校友欧阳立安出生在一个革命
家庭，小小年纪的他就心怀国家人
民，坚持理想信念，敢于担当，勇敢坚
毅。少年强则国强，他的精神非常值
得我们新时代少年儿童学习。”长沙
市芙蓉区修业学校校长王娟说。

欧阳立安，1914年 3月出生于湖南
省长沙市。他的父亲欧阳梅生是中国共
产党早期党员。母亲陶承是位有影响的
革命妈妈，长期以“住家”为掩护从事党
的地下工作。

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早在
1925年，欧阳立安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
时，就积极参加宣传民族英雄等爱国思想
运动。1926年，叶挺独立团占领长沙，他
积极加入儿童纠察队，并担任队长。大革
命失败后，欧阳梅生积劳成疾逝世，欧阳
立安被党组织送到武汉、上海做工。1929
年春，15岁的欧阳立安进入上海申新五
厂做工，跟随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
雄从事工人运动，担任区委交通员。

同年冬，欧阳立安加入共产主义青
年团，并担任共青团沪东区委委员。在此
期间，他多次参加上海各界工人举行的
抗议罢工、游行示威等。在斗争中，他毫
不畏惧，勇往直前，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
峻的考验。1930年春，经何孟雄介绍，16
岁的欧阳立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 6月，欧阳立安作为中国青
年工人代表，随刘少奇赴莫斯科参加
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少共
国际的有关会议，并参加了苏联十月
革命 13周年纪念活动。这使他开阔了
视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
说：“今天的俄国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
党领导工农打出来的。我们中国共产
党也要领导工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
封建主义，打出一个新中国。”

1930 年 11 月底回国后，党组织任
命欧阳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
和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

1931 年 1 月 17 日，欧阳立安参加
中共江苏省委一次会议后，与沪中区委
书记等同志被反动军警逮捕。面对凶残
的敌人，面对酷刑的逼供，欧阳立安毫
无惧色，视死如归，严守党的机密，坚信
自己的信仰。他义正词严地说：“中国革
命一定会胜利，我是共产党员，就是筋
骨变成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
者，我为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1931年 2月 7日晚，欧阳立安与何
孟雄等 24名共产党员与革命者，在上
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17岁。

新中国建立后，欧阳立安的母亲
陶承撰写了长篇革命回忆录《我的一
家》，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爱的优秀读
物，欧阳立安一家的英勇事迹和献身
精神，成为激励人们奋斗的精神力量。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欧阳立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

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

供有力科技保障。”13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站在发展和安全的战略

高度，深刻阐述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的重要性、紧迫性，就提高关键核心

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出要求、作

出部署，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注入新的思想动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关键核

心技术是国之重器。近年来，我国科

技事业发展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创新

能力显著提升，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还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我

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

大差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要求还很不适应。唯有切实增

强紧迫感和危机感，坚定信心，奋起

直追，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提升技

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

得重大原创性突破，才能在更加激烈

的科技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立于

不败之地。

攻坚克难重在聚力。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要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

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

心技术攻坚体制，汇聚推动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要运用系统思

维，聚焦国家需求，统筹整合力量，发

挥国内市场优势，强化规划引领，形成

更有针对性科技创新的系统布局和科

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大力强化科

技创新体系能力，加快构筑支撑高端

引领的先发优势，力争在关键领域、卡

脖子的地方尽早取得突破，实现我国

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

战略性转变。

实现突破要在改革。“欲致其高，

必丰其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离不开

体制机制的支撑和保障。要以加快转

变政府职能，改革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和组织实施方式，改革科研绩效评价

机制，加强软硬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

学研用一体化，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

放等为抓手，坚决扫除阻碍科技创新

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打通科技和经

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

给，完善科技评价体系，营造良好创新

环境，把更多自主权给予科研单位和

科研人员，把人才创新创造的活力充

分激发出来，使科技创新的源泉和活

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铸造重器关键在人。人无精神

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要发扬“两弹

一星”精神，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

者强化责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坚

定自信，潜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

价值的原创性成果，培养造就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

新型科技人才队伍。要加强科技领

域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大批能够

把党和国家科技政策贯彻落实好的

组织型人才，成为领导科技工作的

行家里手和科研人员的知心人，为

科技创新提供更好组织引导、政策

服务，让创新人才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用有所成。

（新华社北京7月14日电）

突破核心技术 铸造国之重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重要讲话

■新华社评论员

7月 14日，

“向阳红 03”科

考船从厦门港起

航，前往西太平

洋、东太平洋等

区域执行中国大

洋 50航次科考

任务。据介绍，

本航次将执行我

国深海战略专项

“蛟龙探海”工程

的重要任务，共

计 150天，航程

约15000海里。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台北7月14日电 （记者查
文晔、陈君）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13
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
领的台湾各界人士参访团，就两岸关系
发表重要讲话。台湾主流媒体和各界人
士对习总书记讲话予以高度关注和积极
评价，认为展现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和平
统一大势的高度自信，呼吁民进党当局
务实调整对大陆政策。

台湾《中国时报》《联合报》《旺报》等
主流媒体 14日均以头版头条，多版面大
幅报道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
《中国时报》发表社论表示，习近平在

此次会谈中对两岸和平统一大势展现了
高度自信。他坚定地表示，人心所向，势
不可挡，将继续坚持两岸和平发展与和平
统一。社论说，习近平一向坚持两岸和平
发展、以扩大交流促进彼此的心灵融一，
而非诉诸统“独”情绪的激化与对决。他
对连战推动两岸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大势的肯定，反击了绿营的反中宣传。

社论说，近来陆客锐减，苦撑待变的
台湾观光业和产品严重滞销的农渔业都出
现抗议声浪，对当局造成强大的政治压
力。此次会见再次彰显两岸回到和平交流
的正轨不但刻不容缓，而且符合两岸最大
利益。两岸交流累积的庞大经济协作机制
与各级产业的广大交流，已形成民族复兴
和时代的潮流，两岸都无法置身事外。

社论说，两岸关系已到非务实调整
不可的地步，“绿色媒体”长期沉醉于逢
中必反，不能面对世局的剧烈变化，实在
应该反省检讨，应向对岸传达新的务实
走向。
《旺报》当日用包括头版在内的多个

版面，大篇幅刊发了特别报道。报道认
为，从“新习四条”内容看，除重申反对
“台独”的坚定立场，还聚焦两岸交流、同
胞福祉和民族复兴，大篇幅以软性诉求
直接攻取台湾民心。习近平直接向台湾
民众发声：“民族复兴道路上，台湾同胞
不应该缺席，也一定不会缺席。”
《联合报》当日也刊发系列报道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报道认为，讲
话重申坚持“九二共识”及反“台独”等四
个“坚定不移”，显示习近平对大陆自身
发展极具自信。

报道说，习近平态度平和，更直接向
台湾民众喊话，除重申完全理解台湾同
胞的特殊心态，尊重台湾同胞现有的社
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外，还指明，大陆同胞
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
巨大成就，也值得台湾同胞尊重。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庞建国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
出“四个坚定不移”，重申坚持“九二共

识”、反对“台独”，释放的善意则更丰沛。
坚定不移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定不
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坚定不移团结两岸
同胞共同致力民族复兴，这三点创造了巨
大的想象空间，两岸可以通过更多的交流
合作为台湾同胞创造福祉，形塑两岸和平
统一的大局势和大气候，让和平统一成为
两岸关系唯一正确的走向。这是两岸有
识之士共同努力的方向。

中国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 13 日对
媒体表示，此次会见对两岸和平稳定发
展有非常正向的意义。目前国民党在两
岸交流中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
独”，追求两岸人民共同和平稳定发展，
这点从未动摇。国民党民意代表林德福
认为，民进党当局唯有跟对岸建立和平
共识，把经济搞好，才是人民所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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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立安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王 德 三 像（资 料 照 片 ，

1926年）。

新华社发（祥云县文物管

理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