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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4日在京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
的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举行会谈

■李克强 4日在京会见第 74 届联合国
大会候任主席班德

■栗战书 3日出席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
究会年会暨换届选举会议时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要求，切实增强
人大制度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实践性

（均据新华社）

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是

我的毕生追求，也是我的事业所在、幸福所在。

——钱七虎

“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这是 60多年前，在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就读的钱七虎接受的第一
堂革命人生观教育课。

奋斗一甲子，报国六十年。60多年里，中国工
程院首届院士、陆军工程大学教授钱七虎始终坚守
爱党、报国、强军的赤子情怀，战斗在大山深处、戈
壁荒漠、边防海岛等工程一线。国之需要,我之理
想。钱七虎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自己的人生答案。
“我是 1937年出生的，那时民族灾难深重，母

亲在逃难途中的小船上生下了我。”经历过战火
硝烟的钱七虎深知：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受欺
负。高中毕业时，钱七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
新成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毕业后他
留苏深造，回国后一头扎进防护工程领域。
“我有任务，走了。”在那些不分昼夜、紧锣密

鼓工作的日子里，钱七虎和很多科学家一样，出
发时只给家人留下这短短6个字。

上世纪 60年代，戈壁深处的一声巨响，荒漠
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之时，一群身着
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了核爆中心勘察爆
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位。

在为空军设计飞机洞库门的两年多时间里，钱
七虎常睡在办公室。他在国内率先引入有限元计
算法，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使用气动式升降门方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钱七虎又带领团队开展
抗深钻地武器防护的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建设深地
下防护工程的总体构想。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他和
团队人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实现了深地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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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耀中华
作为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经典篇

目，很多人是从陆定一的《老山界》这
篇文章开始认识长征的。

老山界，地处广西北部的少数民族
聚居区，也是红军突破湘江后翻越的第
一座高山。《老山界》一文中，生动描述了
当时的情景：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宣讲共
产党保护少数民族利益的政策，对瑶族
群众秋毫无犯，还送米送粮。正是在血
与火的淬炼和深入接触中，红军与少数
民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桂林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王文胜
说，就在血战湘江之际，红军总政治部
发布了长征期间最早的民族政策——
《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主
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尊重少数民族
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制定了
《对苗瑶族民的口号》共 13条，这成为
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蓝本。

红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各族同
胞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从心底热爱这
支人民的队伍。兴安县华江瑶族乡高
田村 105岁的支义青老人说，当年红军
进寨后，帮着收拾院落，晚上睡在瑶民
的房檐下，渡江搭浮桥向老百姓借门
板，全都编上数字记号，渡江后按编号
将门板一一归还装好。

在龙胜泗水乡周家村白面瑶寨，
尽管 80多年过去了，一块巨石上的两
条红军标语——“红军绝对保护瑶民”
“继续斗争，再寻光明”仍清晰可见。

正是在这块巨石下，红军向几名
瑶胞详细讲述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
和民族政策，消除了他们对红军的偏
见和误解，并送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
鼓励他们继续革命。如今，这块岩石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红军岩”，每
年吸引着上万名游客前来参观。

“朱毛过瑶山，官恨吾心欢。甲戌孟
冬月，瑶胞把家还。”在龙胜各族自治县
观音岩石壁上，记者见到了一首写于
1935年，署名为“黄孟矮”的诗。这首诗，
在瑶民心中传颂了80多年。

王文胜介绍，当年红军走后，虽然反
动派下令毁掉了瑶寨里的全部标语，但
瑶民心里想念红军，众多瑶家儿女把对
红军的赞颂与思念写成一首诗，在红军
过界一个多月后，秘密地把这首诗刻在
观音岩石壁上，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

红军过瑶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也留下了深得人心的民族政策。瑶民感
念红军，留下了一串感人至深的故事。

兴安县华江瑶族乡水埠塘村一
处静谧的山脚下，有一座红军烈士
墓。墓前集义河静静流淌，仿佛在诉
说着 80 多年前瑶族群众与红军的动
人故事。

96岁的瑶族老奶奶赵良英，用浓
重的乡音回忆往事：“1934年的冬天特
别冷，我和父亲上山砍柴遇到红军，他
们送给父亲一匹布，父亲一直珍藏着，
舍不得用……”说起往事，赵奶奶几度
哽咽，她告诉记者，那时候家里穷，是
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让瑶胞们吃上了饱
饭，如今瑶族群众过上好生活，更要记
着红军、记着共产党的好。
“民族政策像一束火把，照亮了瑶

族人的心。”赵良英的儿子李桂达说，
“当年，我们族人把 12名红军战士埋葬
在水埠塘，这些年来，我们家世代守护
红军墓，就是要让后代记住青山有情
埋忠骨，红军处处有亲人。”

有人说，长征的胜利，也是党的民
族政策的胜利。如今80多年过去，当年
红军长征途中播撒的民族平等、民族团
结的种子，正如参天大树一样根深叶茂。

今天，在广西灌阳县红军长征途经的村庄，80 多年前留下的“红军是工农自己的
军队”等标语，依然清晰可见—

红 军 瑶 胞 一 家 亲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冯 强 殷铁军

天山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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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护工程抗钻地核爆理论和技术的突破，为
首脑指挥中枢、战略武器安上了“金钟罩”。
“防护工程是我们国家的地下钢铁

长城，‘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
升级。”钱七虎没有躺在功劳簿上止步不
前，他带领团队瞄准前沿、迎难而上，一
次次的科研攻关、一次次的破解难题，参
与并见证了我国防护工程研究与建设从
跟跑到并跑，再到逐渐领跑的全过程。

师之大者，为国为民。作为多个国
家重大工程的专家组成员，钱七虎在港
珠澳大桥、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
程、能源地下储备等方面提出了切实可
行的决策建议。
“一辈子搞了那么多课题，但培养人

才是我最大的课题。”聊起事业未来的发

展，钱七虎的眼神中充满了对人才的殷
殷期盼。与他的学生探讨业务，钱七虎
打电话一聊就是半个小时，自己孩子的
电话号码却记不住。从上世纪 90年代
起，钱七虎用自己的院士津贴、获奖奖金
设立了慈善基金，重点资助贫困失学儿
童。今年初，他又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800 万元奖金悉数捐出，重点资助西
部贫困学子。
“‘忙’是我一生的写照，忙了就快，

走路快、吃饭快，现在还是忙忙忙、快快
快。”如今，钱七虎已年逾八旬，但依旧步
履矫健、思维敏捷。他说，有生之年，要
始终像一名战士，为铸就“地下钢铁长
城”不懈冲锋。

新华社武汉7月4日电 （记者李
伟）4日，湖北省委在武汉举行张富清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报告团成员用朴实真挚
的语言讲述了张富清同志的感人事迹。
一个半小时时间里，现场多次响起长时间
的掌声，不少在座干部群众感动落泪。

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
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事迹感人。在
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
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
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

军人学习的榜样。近日，中央组织部、中
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印发《关于开展向张富清同志
学习的通知》。

老英雄战功赫赫的密码是什么？
土家族记者视角里的转业干部留下了
什么？老行长艰苦创业离休后思想为
何不“离休”？年过九旬的老爷爷还有
哪些心愿？

报告会上，湖北省恩施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主任刘海伦、恩施州广播电视台

记者田文莉、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
长李甘霖、湖北民族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教师张富清孙女张然等分别从张富清同
志战争年代立下战功、建设时期扎根山
区、离休后不忘初心等多个阶段讲述了
老英雄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现场 1000 余名干部群众代表聆听
了这场报告会。湖北省荣军医院护士袁
晓燕多次感动落泪，她说：“张富清老人
深藏功名 60多年。他的这种品格，很值
得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

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武汉举行

本报讯 陈永刚、王述东报道：“感
谢人民子弟兵，给了我第二次生命！”6
月 24 日，西藏大学理学院女研究生金
海群将一面锦旗送到西藏军区某驻训
分队。

事情还要从 6月 16日说起。当日，
在海拔 4600米的西藏高原某地，金海群
准备涉水到河对岸进行科研采样时，不
慎被激流卷走。危急时刻，她的同学张
国庆急忙向某驻训分队路经此地的一辆
拉水卡车求救。下车了解情况后，带车
干部朱江和驾驶员李新波迅速展开营

救。李新波沿公路到下游拦截，朱江与
张国庆沿河床搜索，最终在距离拦车点
将近 800 米的下游，发现了卡在两块巨
石之间的金海群。

高原空气稀薄，河水冰冷刺骨，下

水救人危险重重。但朱江不顾个人安
危，跳入齐胸深的激流中，与李新波一
起将身体多处受伤的金海群救上岸，
并送至距离最近的格达乡卫生院进行
急救。

西藏军区某部驻训官兵

高原勇救落水学生

新华社南昌7月4日电 （记者高
一伟）“春生同志牺牲了，但他的功绩会
永远记在我们的心中，他忠心耿耿为党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亦将永远感召着我
们，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江西省吉安
县油田镇盘田村村民罗惠诚家中，珍藏
着这样一封书信，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
场牺牲烈士罗春生的英勇事迹。

罗春生，1916年出生于江西省吉安
县油田镇盘田村。1930年 3月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在红军江西独立 3师独立团
当战士，8月调红一军团 1师 2团，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班长、
排长、保卫局科员，红2师第5团特派员，
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和长征。

1937年 3月，罗春生进入抗日军政
大学学习。毕业后，历任陕甘宁边区留
守兵团关中独立第 1营副营长、营长、
独立第 3团副团长，在关中分区负责保
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抗战胜利
后，罗春生随部队挺进东北，先后任辽
东军区警卫团团长、独立第 2师 5团团
长、通化军分区参谋长、辽东军区独立
第1师副师长等职。

1950 年 10 月 19 日，时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 40军 120 师师长的罗春生奉
命率部入朝参战。温井战斗中，他指挥
部队，担任切断敌人退路的艰巨任务，
获得了辉煌战果，在连续战斗中又以猛
插围攻的迅速动作打击了美军。后来，

他指挥部队由北向南，历经五次战役，
追歼敌人直至汉江南岸。

1951 年 8月，罗春生调任 118 师师
长。1952年 5月，罗春生率领118师重返
三八线，接替第64军192师防务。5月15
日，罗春生在涟川前线新寺洞与192师交
接防务时，突遭敌机空袭，身负重伤，经全
力抢救无效后牺牲，年仅36岁。

1952年 4月，罗春生和同参加抗美
援朝的侄子（继子）罗伟取得联系时，曾
满怀期待地对罗伟说：“等打赢这场仗，
我就回家乡去看望父老乡亲。”牺牲后，
回家乡看看成为他未完成的夙愿。
1954年 1月，罗春生烈士的遗骸由朝鲜
新宫洞移葬回祖国。

罗伟的儿子罗惠诚退休后，发挥余
热，经常向村里的孩子们讲述先辈参加
长征和抗美援朝战争英勇杀敌的事迹，
勉励孩子们继承先烈遗志，珍惜革命前
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同时用爷
爷和父亲的事迹激励自己和家人，做一
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对社会有益的人。

罗春生：英勇善战 为国捐躯

罗春生肖像。

新华社发（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提供）

本报讯 郭冬旭、记者安普忠报道：
6月 15日，由山西省太原警备区和太原
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国防教育广角》，报
道了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武部文职参谋裴
占飞勇救落水老人的事迹，在群众中广
受赞誉。

6月 7日中午，62岁的卜先生和家人
到汾河大桥北河岸边游玩时，小外孙的

玩具水枪不慎掉入河中，随着湍急的河
水漂出几十米远，平常水性不错的卜先
生便下水去捞。由于当日风大水凉，身
患疾病的他在离岸边约 30米的地方感
到身体不适，于是高声呼救。

恰巧与朋友一起路过的裴占飞，听
到呼救声后来不及脱衣服就跳入水中，
与其他路人一起把卜先生救上岸。未来

得及擦干身体，裴占飞便和朋友悄悄离
开了。

待卜先生的家人想对救命恩人道
谢时，却找不到人。他们隐约听到救
命恩人姓裴，还提到了“人武部”，便一
路打听来到杏花岭区人武部。人武部
政委孟祥乐了解情况后，将裴占飞叫
了过来。
“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看到

身着文职制服的裴占飞，他们一眼便认
了出来，赶忙上前紧紧拉住他的手，连声
道谢。
“你们不必客气，这是分内之责。”裴

占飞有些腼腆地说，“遇到群众有危险，
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武部干部

跳河救人不留姓名

本报讯 陕西省军区正军职离休干
部、原总后勤部西安基地指挥部政委赵
永安同志，因病于 2019年 2月 19日在西
安逝世，享年97岁。

赵永安同志系山西文水人，1922
年 12 月出生，1937 年 10 月入伍，1938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省
军区独立第 1 师政委，陆军第 17 军政
治部主任、第 43军副政委，总后勤部武
汉后勤学校副政委等职。

赵永安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正军职离休

干部、北京卫戍区原政治部主任谷智
同志，因病于 2019年 2月 21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98岁。

谷智同志系河北雄县人，1921年
1月出生，1938年 4月参加革命工作，
1938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
12 月入伍。历任团政委，陆军第 189
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政委，
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谷 智同志逝世
本报讯 北京卫戍区专业技术 2级

离休干部、原北京军区总医院骨科主任、
主任医师胥少汀同志，因病于 2019 年 1
月 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胥少汀同志系山东平原人，1921年
11 月出生，1949 年 2 月参加革命工作，
1950年 11月入伍，1964年 4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医师、外科组长、主治医
师、主任医师，北京军区总医院外二科、
外三科主任医师等职。

胥少汀同志逝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