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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像。 新华社发

■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
日起施行

■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下午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举行第
二十一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后共同会见记者并回答提问

■李克强当地时间 9日晚抵达萨格勒布机场，对克罗地亚进行正式访问，并将赴杜布罗
夫尼克出席第八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上午在萨格勒布总理府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举行会谈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上午在萨格勒布议会大厦会见克罗地亚议长扬德罗科维奇
■李克强当地时间 10日上午在萨格勒布克洛维奥宫艺术馆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

奇共同出席中克文化和旅游年开幕式并致辞
■李克强当地时间10日下午在萨格勒布总统府会见克罗地亚总统基塔罗维奇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
查文晔、石龙洪、刘欢）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 10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
询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
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
土完整从未分割，也不容许分割。维护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神圣职责，是两岸同胞的根本利
益所在。反对“台独”是两岸同胞的共
同责任。

有记者问：据报道，3月 31日有两架
解放军战机飞越所谓“台湾海峡中线”，
台当局反应强烈，称此举“破坏两岸现
状”。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马晓光说，据
了解，这是解放军年度训练计划内的正
常安排。他随后作了上述表示。

有记者问：对于解放军战机飞越所
谓“海峡中线”，蔡英文说要“第一时间驱
离”，会不会担心“擦枪走火”？马晓光回
答说，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口出狂言，只能
说明她的色厉内荏。“我们也正告，不要
玩火，想都不要想。”

针对赖清德日前称民进党主张的
“台独”是捍卫台湾“主权”，马晓光应询
表示，我们已多次就赖清德顽固坚持“台
独”立场、公然发表“台独”言论进行驳
斥。如果他继续以一己之私玩“台独”之
火，是十分危险的。

马晓光强调，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
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永远不可能从祖国分裂出去。搞“台
独”分裂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国台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是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神 圣 职 责

4月10日起，大型专栏报道“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在各媒体推出。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用心讴歌光辉历程，用情展现

人民奋斗，用功书写精品力作，这是新

闻战线献给新中国70华诞的生日礼

物，也是广大新闻工作者为人民抒写、

为时代立传的使命职责。

时间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伟大

的书写者。70年艰辛创业，70年砥砺

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团结

奋斗，新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总结：“无论是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

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

诗。”读懂共和国的奋斗史诗，我们才能

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

什么管用”，才会更加清楚今天的幸福

从哪里来、美好的明天该怎样创造，激

发出团结一心、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诠释着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近代以来，

让中国告别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

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

历史的洪流中，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矢志不渝“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一路

披荆斩棘、奋勇向前，久经磨难的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事实充分证明，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

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才能发展中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深入思考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

斗实践，深刻理解新中国70年历史性

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我们就能

进一步把握大势、明确方向，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沿着党带领人民历经千

辛万苦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不移走下去，继续写好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文章。

共和国的奋斗史诗，激荡着中国

人民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奋斗精

神。新时代的中国蒸蒸日上，百姓生

活一节更比一节高，这来之不易的一

切，凝聚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浸透

着中国人民的辛勤汗水。人民是共和

国的坚实根基，亿万人民的奋斗与创

造是共和国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社

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共和国的历史，就

是一部中华儿女艰苦奋斗、接力奋斗、

团结奋斗的壮丽史诗。从西柏坡到深

圳湾，从小岗村到浦东、雄安，从脱贫

攻坚一线到城市大街小巷，从田间地

头到工厂企业，多少奋斗的故事在其

中演绎。读懂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

弘扬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激荡家国

一体、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巩固爱国

强国报国的社会共识，新时代的奋进

脚步必将更加稳健铿锵。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

上。共和国70年的奋斗史诗凝聚着

一往无前、高歌行进的强大力量。让

我们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奏响新时代

的奋斗旋律，勠力同心迈向民族复兴

的光辉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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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国家高新区北区
公朴路东村 129 号，坐落着李公朴故
居。该故居坐北朝南，修复后共三进，为
砖木结构。二进的平房花厅，如今已被
改建成李公朴事迹展示厅，中间是李公
朴的半身石像。两边彩旗招展，四面墙
上是事迹展板。看着一张张图片，我们
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飘摇的岁月，感受
到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了天下人的大安，
不顾个人安危、一争到底的一腔热血。

李公朴，祖籍江苏武进，伟大的爱国
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
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爱国
七君子”之一。

李公朴幼时家境贫寒，中学期间勤奋
好学，富于正义感。五卅运动期间积极参
加上海学生罢课游行，还曾回到家乡湖塘
镇联合工商学各界爱国人士，成立“五卅
运动后援会”。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
伐，李公朴投笔从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使他幻想破灭，愤然离开军队。1928年李
公朴赴美国留学，其间应邹韬奋邀请兼任
《生活》杂志通讯员，考察美国国情，撰写
海外通讯30多篇。1930年回国。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公朴积极
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初，应阎锡
山之邀，到山西临汾创办民族革命大
学。同年 7月，将《全民周刊》与邹韬奋
主编的《抗战》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从
1937年 8月到 1940年 11月，他在抗日战
争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多
次前往华北抗日前线，从事战地教育，为
团结抗战奔走呼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公朴积极争取
和平民主。他与陶行知共同创办社会大
学，将民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

编《民主教育》，组织成立政治协商会议
陪都各界协进会，积极开展活动。1946
年 2月 10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重庆“较
场口血案”，李公朴、郭沫若、马寅初等60
余人被打伤，送进医院治疗。他对夫人
张曼筠说：“我们搞民主运动的人，是要
随时准备牺牲的！”

1946年 7月 11日晚，李公朴在云南
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为他一生追
求的民主事业奉献了生命。“心不死，志
不绝，和平可期，民主有望。”生于飘摇乱
世的李公朴，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用生命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1996年 7月 12日，在李公朴殉难 50
周年纪念日之际，为缅怀烈士英灵，武进
市人民政府和湖塘镇政府共同拨款，重
建故居的花围墙、头进厅屋、后进三间楼
房。1997年底，原址修复。

作为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
公朴故居每年都会迎来周边学校学生、
社区居民等进行参观学习，部分学校的
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也在此举行。由李公
朴研究会主办的李公朴故事演讲比赛也
已连续举办两年，旨在向学校师生宣讲
英烈故事，继承英雄遗志。

（新华社记者邱冰清）

李公朴：一颗赤诚爱国心

“你应该爱惜自己，努力工作学习，
继承遗志，以纪念你父亲……”这封陈毅
元帅的亲笔信，如今作为国家二级文物，
静静地躺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文物管
理所。不久后，它将出现在提升改造后
的罗炳辉将军纪念馆，与其他文物史料
一起，向世人传递军事家罗炳辉将军的
英雄事迹和不朽精神。

罗炳辉，1897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1915年入滇军当兵，
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
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因对军中腐败现
象不满和对旧制度的仇恨，他很快接受
了进步思想，于 1929年 7月秘密加入中
国共产党。同年 11月，他率部起义，参

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
长、军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
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所
部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
建黎泰、黄陂、草台岗等战役战斗，连
战连胜。在完成艰险任务中，他智勇
兼备，屡立战功，曾获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第五次反
“围剿”开始不久，他担任红 9军团军团
长，率部参加广昌保卫战，并护送北上
抗日先遣队出征过闽江。1934 年 10月
率部参加长征，途中屡担重任，掩护中
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
的指挥艺术。中央军委赞誉红 9 军团
为“战略轻骑”。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八
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39 年任新四
军第 1支队副司令员、第 5支队司令员，
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 年后
任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 5 支队司令
员、第 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职，
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
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

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
重病，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年
6月 21日在兰陵突然病情恶化，不治逝
世。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
诺言：“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
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
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
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
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罗炳辉将军逝世后，陈毅元帅写

给罗炳辉将军大女儿罗镇涛的这封信，
是我们的镇馆之宝。”罗炳辉将军纪念
馆馆长王科星介绍。早在 1988年，彝良
县就设立了罗炳辉事迹陈列室，1997年
更名为罗炳辉将军纪念馆。30多年来，
平均每年接待游客 15万人左右。目前，
纪念馆正在进行提升改造，将增加声光
场景模拟等更先进的科技手段，以更好
地向世人展现罗炳辉将军的光辉业绩
和崇高风范。

（新华社记者王研）

罗炳辉：打造“战略轻骑”的人民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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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给别人讲了千百遍“赶考”，讲解员
刘晓晓说，自己的“赶考路”，其实就是馆
里这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参观路线。

纪念馆内共展出了600余张照片、500
余件实物。纪念馆规定讲解员们必须背
诵下来的讲解词有50多页、两万多字，但
实际上他们掌握的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最初讲解的时候，我经常被观众问

倒。第一次被问倒时有点脸红，感觉自
己知识太匮乏，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我
就在笔记本上一个个列出观众曾经问过
的问题、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以及观众
问到了我也回答了但还不是特别丰富的
问题，再去查找了解。”

每次讲解完，刘晓晓都会总结经验
写下工作笔记，在查漏补缺中不断地完
善自己。如今，刘晓晓已经总结了近 10
万字的讲解工作笔记，她说更多的话还
在她的脑中盘旋尚未下笔。

对于 57岁的封树海来说，“赶考”的
路线更简单。打开他的手机运动软件，
会发现封树海一天的行走轨迹，几乎把
纪念馆的前侧涂成了绿色。

20 多年前，封树海来到西柏坡景
区，一边靠别人教，一边买书自学，撑起
了一个照相摊位。不足一平方米的摊位
上，他亲眼目睹着纪念馆广场面积“长
大”了 3 倍多，高速公路修到了景区入
口，周边冒出一座座饭店、旅馆……

照相这么多年，封树海可谓“阅人无
数”，在他的镜头里，有穿着旧军装的老
兵、有打扮时尚的“小年轻儿”、有操着港
台口音的游客、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来到这，都像是来寻找什么”。

他留意到两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柏

坡纪念馆中，悬挂着几百幅当年拍摄的
照片。从领袖到士兵，欢乐洋溢在每个
人的眉宇；而今留影的万千游客，离开的
时候若有所思，眼含希望……

每次参加企业培训都会来一趟西柏
坡纪念馆的杨艳花，如今“赶考”要坐飞
机了。

她所工作的集团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外贸销售额连年提升。这家离
西柏坡纪念馆不到 20公里的企业，是全
球大型螺纹钢生产基地，名列中国企业
500 强，却依旧满怀忧患，喊出了“不创
新就落后，就灭亡”的奋斗口号。

作为业务员，4年来，杨艳花先后到
过巴基斯坦、埃及、阿尔及利亚等 8个国
家。她的老家在车见沟村，村里人曾经
自嘲是“山沟里渴望见到车的村子”。如
今，这个小山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坐着飞
机到多个国家做生意……

四

在西柏坡，毛泽东起草了 400 余封
指挥全国战场的电报。

于是，西柏坡纪念馆建起一条长长
的“电报长廊”，墙上镌刻着这些电报的
手稿。

周恩来曾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
部，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一不
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只靠每天发电
报，就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然而，
仔细端详，这些电报手稿很多勾勾划划，涂
涂抹抹。可见，当时的决策是多么艰难！

打败国民党几百万大军，绝不是像
有些影视作品中呈现的那么潇洒、那么
简单。

跨越胜利的刀锋。70年过去，为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人民军队重
整行装再出发，续写着“赶考”的新篇章。

纪念馆前，记者偶遇前来组织红色
基因教育的陆军某合成旅驻训官兵。几
天前，他们从东南沿海出发，来到太行山
深处。

带队的副旅长金志杰，谈及西柏坡
中央大院旧址里的军委作战室时感慨万
千：4间房子的建筑面积总共不到 70平
方米。由于当时红蓝铅笔稀缺，地图上
标示敌我态势及作战决心的红蓝线，竟
然是参谋人员手纺后染成红蓝两色的毛
线……

这名有着 21年兵龄的老兵，历经多
次改革调整，亲眼看着部队装备换了一
代又一代、越来越先进；官兵换了一茬又
一茬、学历越来越高。他坦言：树高千尺
不忘根。红色基因凝结着老一辈革命家
的艰辛探索和智慧韬略，承继着无数革
命先烈的赤胆忠诚与奋斗牺牲，是人民
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法宝。然
而，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日趋激烈，铸魂与蛀魂、固根与毁根
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歇。“传承红色基
因，是为了脚踏实地走好前进之路”。

时序更替，草木蔓发。一支部队走
过的任何一段路程，都会在以后的行进
中留下烙印。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
根子上的东西要守住，守不住，军队就会
失去根本；传统上的优势不能丢，丢掉
了，军队就会变质变色。

驻地毗邻西柏坡的中部战区空军某
营，换装当年就用新装备打出了 5发 5中
的好成绩，实现该型武器射击距离最远、
高度最低、空情最难等历史性突破。

“大家每次来西柏坡寻根，在历史和
现实的交融中，都能体会到精神的伟
力。时代在发展，我们的部队总会面临
新的挑战，守住思想火种，才能传承好红
色基因、担当起强军重任。”平山县人武
部部长陈注祥如是说。

五

步出纪念馆，高岗之下，滹沱河水汇
聚成的湖面，波光粼粼。
“始信滹沱冰合事，世间兴废不由

人。”700 余年前，南宋爱国诗人文天祥
渡河时写下的诗句，道出了诗人对历史
运行的感慨和对时局危难的无奈。

滹沱河，蜿蜒千年，历经“世间兴
废”，更见证了70年前中国命运的扭转。

70 年来，滹沱河时刻守望着西柏
坡，守望着从这里出发“赶考”的共产党
人，守望着时刻溢满胸襟的一种浓烈情
感：“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
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
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今天，我们
党团结带领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
这场考试的继续。”

1949年新年之际，毛主席撰写了题
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2019年新年之际，习主席发表新年
贺词，号召“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推向
前进”。

历史的声音在这里回响……
时代的脚步在这里延伸……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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