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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时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曾士峨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 中国国防
报记者郭萌报道：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
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展现了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国家文
物局局长刘玉珠 30日在国新办发布会
上说，我国保存和遗留了丰富多样的革
命文物资源。目前，登记革命旧址、遗
址达 33315 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477 处；抗战文物 3000 多处，长征
文物 1600多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2018－2022年）的意见》。刘玉珠认
为，这是新时代全面加强革命文物保护
利用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加强新时代
革命文物工作的任务书和路线图，是做
好新时期文物工作的总抓手。
“建设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加

强革命文物的资源整合和整体保护，
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力度，是我们

这次工程的一个创新举措。”刘玉珠
说，下一步，要将革命文物的片区作为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主战场，总结推
广赣南等原中央苏区、延安革命旧址
整体保护的经验，整合资源、突出重
点，加大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的
支持力度，助力革命老区打赢精准脱
贫攻坚战。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将按照“集中
连片、突出重点、国家统筹、区划完整”
的原则，积极会商相关部门，尽早确定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细化
支持政策和实施路径。明年，将遴选若
干片区作为示范引领，协同推进。

在同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文
化和旅游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饶权表示，
目前，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整个旅游
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要力戒红色旅
游中的低俗、庸俗、恶俗现象，寓教于
游，让游客通过参加红色旅游真正感受

革命历史文化，领略革命历史精神，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
“我们将以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工程为助推器，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不
断强化革命文物的研究利用，让历史来
说话，让文物来说话，充分发挥革命文
物资源在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方面的独特作用。”饶权特别指出，要
提高红色旅游发展的质量，依托革命文
物资源，推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
研学旅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丰
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升红色
旅游的服务质量。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 121 处革命
旧址和纪念馆被纳入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名录；281 处革命旧址和
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各地红色旅游正蓬勃发
展，全国红色旅游年出行人数突破 8
亿人次。

我国登记革命旧址遗址达33315处
■李克强 30日在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吉林长春

长生公司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案件调查进展汇报，要求坚决
严查重处并建立保障用药安全长效机制；部署优化教育经费使用
结构和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
点的实施意见》 （均据新华社）

本报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李建文
报道：记者 30日从在京举行的中国（绵
阳）科技城建设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以
“军民融合、科技创新、开放合作”为主题
的第六届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
将于9月6日至9日在四川绵阳举行。

本届科技博览会专门设立了 10000
平方米的军民融合馆，中电科技、中国
兵装、中国核建、中国航发、航天科工、
航天科技等军工集团，以及中科院、中
物院、中国空气动力研究所等科研院所

将组团参展，集中展示国防科技工业最
新技术成果。今年首设北斗技术应用
展区、核技术应用展区和航空航天展
区，并举办北斗应用大会、中国核医学
专业论坛、航空产业创业峰会等系列论
坛活动和国家级赛事，为军民融合项目
的展示、交易和转化搭建“展览+论坛+
赛事”三位一体的合作交流平台。

作为军民融合的重要平台，科技博
览会自 2013年 10月首次举办以来，至今
已连续举办五届，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军

民融合、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促进了科
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快了全国军民融
合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据悉，今年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项目、中国航空双创大赛 40 余项获奖
项目和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知识产
权相关产品，以及灵雀验证机、智能无
人艇等一批展品将亮相本届科技博览
会。期间，还将举办一系列专业论坛，
并发布一批国家、省级重大科技创新
项目成果。

第六届中国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将在绵阳举行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朱
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30日发布
数据显示，截至 6月 30 日，2018 年上半
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25677 起，处理 36618 人，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26029人。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6月，
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692 起，处理 9519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 6802 人。今年 1至 6月，全国查处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分别为 4058
起、2516 起、3516 起、3922 起、4973 起、
6692起。

从上半年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类型看，违规发放津补贴或
福利 6429 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4516

起、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4094 起、违
规公款吃喝 3306起、大办婚丧喜庆 2651
起、公款国内旅游 1275 起、楼堂馆所违
规问题 909起、公款出国境旅游 73起、其
他问题 2424起。

2018年上半年，共有1名省部级干部、
527名地厅级干部、3906名县处级干部，因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处理。

今年上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万多起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泥江口镇大
桥冲村，青山环绕，阡陌纵横，位于此处
的曾士峨烈士陈列馆自 2015年开馆以
来，每年都有上万人前来凭吊。

曾泽民是曾士峨烈士的侄孙，负责
管理曾士峨烈士陈列馆。他说，他不仅
管理陈列馆这几间房子，更是在守护曾
士峨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止、不怕牺牲的
精神。

曾士峨，1904 年生，湖南益阳人。
1923年入益阳信义大学，开始接受进步
思想。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
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独立一师
学生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

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
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北伐到武汉后，
转入我党控制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
警卫团。

1927 年 9 月随警卫团参加毛泽东
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营参谋
长。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
农红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连长，1928
年 5月任红四军三十一团三连连长，率
部参加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屡
立战功，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巩固和发展做出了贡献。1929 年 1月
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3月任红四军三
纵队七支队支队长，不久任三纵队参谋
长。率部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白沙、上
杭等战斗，英勇作战，身先士卒。在转
战赣南闽西的艰苦战争环境中，他始终
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致亲友的
信中写道：“士峨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
南北，历尽千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觉
无形的快慰，精神爽奋。”

1930年春曾士峨任红四军二纵队
司令员，同年夏任红四军参谋长兼第二
纵队司令员、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率
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
剿”。1931年 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作

战中，率部参加莲塘、良村、黄陂战斗，取
得重大战果。在高兴圩战斗中，他率部
坚守竺高山阵地，与精锐之敌展开顽强
争夺。9月 8日，当敌人向红四军指挥所
逼近的危急时刻，他率领全师以党员和
排以上干部为核心的敢死队冲向敌阵，
壮烈牺牲，年仅 27 岁。毛泽东深情地
说：“曾士峨同志的牺牲是英勇的。他是
在最关键的时候牺牲的。他亲自带部
队冲锋，改变了战况。”红军总政治部向
全军发出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

青山巍巍埋忠骨。1987年，益阳市
为纪念曾士峨烈士，激励子孙后代，在
会龙山公园修建了曾士峨烈士纪念碑，
以表达家乡人民的无限怀念之情。

如今，每到清明节，益阳市各级政
府、机关、学校等都会来敬献花篮、花
圈。平日里游客上山，也都会到曾士峨
烈士纪念碑前瞻仰，鞠躬致敬。烈士的
精神在感动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曾士峨：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

身着军服，手拿望远镜，目光坚
毅，望向远方……静静立于江苏邳州
李超时纪念馆悼念广场中的李超时铜
像，仿佛在诉说那段革命故事。

李超时，1906年出生于江苏徐州邳
州市碾庄镇才庄村。小学毕业后，他以
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十中学，接受了马
列主义思想，与郭子化等人一起进行学
生运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徐州地区学运书

记，同年冬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夏，李超时参加讨伐夏斗
寅叛军的战斗。同年秋他被派回家乡
继续开展革命工作，发动和组织群
众，建立中共基层组织。被派到东海
建党后，李超时成立了中共东海县特
别支部，先后任中共东海县特别支部
书记，东海县委书记和东海中心县委
书记。

1929 年 秋 ， 李 超 时 调 任 中 共
（南）通海（门）特委书记，与时任中
共 （南） 通海 （门） 特委委员何昆等
领导改编当地游击队和整顿农民武
装，指挥游击队先后取得卢家庄、四
甲坝、四扬坝等战斗的胜利，有力推
动了该地区游击战争的开展。1930年
春李超时与何昆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
军第 14军，何昆任军长，李超时任政
治委员。

何昆在江苏如皋西南老户庄战斗中
牺牲后，李超时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领
导整编部队，整顿纪律，加强军政训
练。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工农红军第
14军运用游击战术多次挫败国民党军
的“进剿”，领导开辟通海游击区。

1931年 6月，李超时与妻子吕继英
一起在镇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面对敌
人的种种酷刑和威逼利诱，他坚贞不
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亲自劝
降，他严词痛斥。9月 19日在镇江北固
山英勇就义，年仅25岁。
“我们牺牲了，江北的工作是不会

完的，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党
一定会胜利，活着的一定要斗争。”这是
李超时在牺牲前留下的遗言。

为纪念李超时，2006年徐州市在邳
州碾庄镇才庄村建立李超时纪念馆。纪
念馆占地 30余亩，建筑面积约 2000 平
方米。

忠魂励后世，沃土花更红。李超时
牺牲后，他的精神激励后人前赴后
继、英勇战斗。作为省级烈士纪念设
施、徐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
馆每年都吸引大批参观者前来学习瞻
仰，烈士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
人。“李超时烈士的一生虽然短暂，但
却是革命、奋斗、英勇的一生，我们
就是要学习他不怕牺牲大无畏的精
神，并将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下去。”李
超时纪念馆馆长杨金歌说。

（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李超时：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本报讯 刘振宁、蒲宁报道：近日，
笔者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获悉，该中心
200余名团以上干部与贫困家庭学生结
成帮扶对子，定期为他们提供学费和生
活费资助。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一
名高中生收到 3000元资助金后，满怀感
激地说：“我一定不辜负解放军叔叔的
深情厚爱，学到更多知识和本领，将来
更好回报社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经过深入调
研、认真论证，该中心党委在年初研究
制订脱贫攻坚工作计划时，把对贫困家

庭学生的帮扶作为一个重点，号召中心
党委常委、机关副师职以上领导干部，
每人帮扶 1至 2名贫困家庭学生。中心
各师旅团级单位，结合实际与帮扶村镇
的学校建立联系点，在帮助搞好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教学设备的同时，正团职
以上领导干部参照中心的模式，对贫困
家庭学生进行专项帮扶救助。

为精准帮扶贫困家庭学生，中心
机关和所属部队突出对附近社区、革
命老区、边远地区贫困学生的帮扶
力度，安排专人深入学校和学生家

庭了解掌握情况，真正把那些家庭
确有困难、本人表现较好的学生列
为帮扶对象。

该中心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组
织军官捐资助学是他们开展“千里联
勤扶贫路上携手同行”系列活动的一
项重要内容。在参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把扶贫对象
向中心保障区域内的老红军、老八路、
老党员等群体拓展延伸，对“三老”人
员进行重点帮扶，多措并举为他们排
忧解难。

捐资助学情暖贫困学子

（上接第一版）

听过他讲解的人都说，徐老的讲
解没有固定模式，而是根据观众的行
业或身份特点临场发挥，上至八九十
岁的老人，下到幼儿园小朋友，都喜欢
听他解说。小学生来史馆参观，不懂
什么是后勤，他就启发他们：“你们家
谁买菜做饭管家务呀？”小学生齐声回
答：“妈妈！”“那你们的妈妈就是后勤
部长……”深入浅出的讲解，一下子使
孩子们明白了。

徐老每年都有上百场讲解，不仅不
收分文，而且每次讲解都是一次创作。
用他的话说就是，备课既要“贴近群众，
贴近生活，贴近形势和任务”，具体内容
还要“一对一”。面对几百人的团队参
观者如此，面对几个人甚至一个人也是
如此，“宁讲万言史，不冷一人心”。

2011年，远在哈尔滨市的林卓，专
程赶来收集伯父的历史资料。面对这
名普通工人，徐文涛同样是 3 个小时
不停歇，以不变的激情，一样的认真，
让他充分感受我军军事后勤的历史沿
革……

“如果丧失对历史

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

会在黑暗中迷失”

几年前，沈阳某高校组织大学生来
后勤史馆进行国防主题教育，徐文涛跟
大学生们探讨起来：“抗日战争时期，多
少国人罹难？”

然而，现场给出准确答案的学生寥
寥可数。如此状况让徐文涛警醒，他不
禁想起了那句警示：“如果丧失对历史
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
失。”新形势下，固根与拔根、铸魂与蛀
魂的交锋与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歇，传
承红色基因任重道远！

由于并非专业出身，徐文涛深知，
要做好红色传统的“播火者”，首先要
做一个学习者。这些年，徐文涛养成
一个习惯，坚持每天抽出时间阅读数
万字的书报，多方面汲取养分。展馆
中，5万多字的文字说明、2000 多幅珍
贵的历史照片，都是徐文涛从浩如烟
海的史料中一点点筛选出来的。为了
构思解说词，他白天想、晚上想，吃饭
想、走路也在想。一次，在机关资料室
翻阅资料时，他竟忘了下班时间，被管
理员锁在了屋里。

深学细研，让他对红色历史熟稔
于心，赢得了无数参观者的称赞。在

参观留言簿上，记者看到一名战士的
留言：参观完后勤史馆，“居安思危”4
个字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沈阳药
科大学的一位大学生写下这样的话
语：曾经以为历史遥远得像摸不着的
天空，但徐馆长把那段历史鲜活地拉
到我们面前，同时给予我们深切的期
许——不能虚度青春年华，因为祖国
的未来就在我们身上。

如今，后勤史馆已经成为军地青年
传承红色基因的平台。很多年轻人都
把自己参观后勤史馆的感想、图片上传
到社交媒体上，引来点赞和好评，也让
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军史爱好者慕名
而来。

“我愿做一根火柴，

点燃每一名观众心中红

色信仰的圣火”

夜深人静时，看着展馆里自己淘回
来的一件件“宝贝”，徐文涛不禁想起史
馆刚组建时的一幕幕场景。

当年，为了置办“家当”，他走访了
几百位后勤系统的老前辈，考察了几
十个博物馆和展览馆，收集了几千幅
照片和数百万字的文献资料。谈及为
何如此尽心整理红色历史资料，徐文
涛动情地说：“再不去抢救发掘，很多
革命前辈就不在了，这段历史可能就
湮灭了。”徐文涛的执着感动了很多革
命前辈的后代，他们捐献了在朝鲜战
场上利用敌机副油箱改制的浴盆、在

苏联留学时的笔记、井冈山时期红军
医院的针线盒……

高尔基曾说过：一个人是可以做到
他想做的一切的，需要的只是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凭着对后
勤工作的深刻理解和对后勤部队的深
厚感情，徐文涛把后勤史馆建成了闻名
全国的国防教育基地。

后勤史馆影响力与日俱增，先后
被命名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
辽宁省“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以及沈阳市“大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这时，有人劝患有严重
糖尿病的徐文涛：“功成名就该急流勇
退了！”

可徐文涛不这么想，他说：“只要身
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不与他人比官职，只跟他人比价

值。”这些年，徐老身边的战友有的当了
将军，也有曾经的下级如今职务超过了
他，有人就问他：“为后勤史馆付出了这
么多，心里会不会不平衡？”可徐老每次
都自豪地说：“看看成千上万的参观者
留言，想想那么多人听了我的解说后会
思考回味，我觉得多累都值得。这就是
我要追寻的人生价值！”
“我愿做一根火柴，点燃每一名观

众心中红色信仰的圣火。”采访快结束
时，徐文涛感慨地说，“虽然我现在糖
尿病很严重，有时累得胳膊都抬不起
来，腿迈不动步，但我是‘小车不倒只
管推’。现在后勤史馆的参观者已有
20 多万人次，今后我们还要感动更多
的人，把红色基因一直传承下去……”

徐文涛的不凡之处在于，他不仅建

起了一座高质量的红色史馆，还用燕子

衔泥般的深情、春蚕吐丝般的激情和老

骥伏枥般的真情，赋予那些尘封已久的

史料以生命，使之成为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光荣传统的鲜活教材。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是习主席

的殷切嘱托和期望。一个民族的复兴

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

神力量。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新时代，以红色军史和党史为代表的红

色精神必须得到坚守和发扬，因为它清

晰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从何处

来，又往何处去。徐文涛不仅仅是一个

历史的讲述者，而且把历史与未来紧密

联系在一起，用史馆作阵地，发挥着独

有的铸魂育人功能。

“史馆不应只铭记历史，更应为现

实服务。我要用史馆这个‘红色家谱’

树立党和军队的崇高形象，进一步凝心

聚力，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如徐文涛

所言，利用好红色资源，发扬好红色传

统，传承好红色基因，既是对历史的敬

意，也是对未来的负责。

激活红色基因的精神密码
■柴 华

短 评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
郁琼源）记者 30日从财政部获悉，为支
持各地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工作，近日，
中央财政下达 2018年困难群众救助补
助资金 467.7 亿元，加上已提前下达的
928.6亿元以及在新疆兵团部门预算中
安排的 4.6 亿元，2018年中央财政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400.9 亿元已全部
下达。

这些补助资金由各地统筹用于低
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孤儿基本生活保障等五
方面支出。

为支持各地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

作，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18年农村危房
改造补助资金 78.5亿元，加上已提前下
达的187.5亿元，2018年中央财政共下达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266亿元，支持完
成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
残疾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
点对象危房改造任务190万户。

中央财政下达资金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及农村危房改造

沈阳联保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