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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对 25日在京召开的全国推进健康中国行动电视电话
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进一步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和预防为
主方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李克强24日向英国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致贺电
■栗战书 23日至 25日在湖南调研时强调，牢牢抓住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根本任务，把主题教育的
成效体现到新时代人大工作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民族工作创新与发展座谈会 25
日在京召开，汪洋出席并讲话

■韩正 25日在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
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坚持刀刃向内，扭住目标不放，突出重点抓好
改革任务落实 （均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记者王
琦、张云龙）国务院新闻办 25日发表《平
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
70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
平等成员。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的人权和
人格尊严，使他们能以平等的地位和均
等的机会充分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是国家义不容辞
的责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必然要求。

白皮书指出，中国有 8500 万残疾
人。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在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心特殊困难群体，
尊重残疾人意愿，保障残疾人权利，注重
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推动残疾人真正成
为权利主体，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参与
者、贡献者和享有者。

白皮书强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将
残疾人事业发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
参与、市场推动相结合，坚持增进残疾
人福祉和促进残疾人自强自立相结

合，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总体规划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残疾人权益保障的体制机制不断完
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
不断健全，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持续提升，残疾人事业取得举世
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白皮书说，中国将不断完善残疾人
权益保障机制，努力消除基于残疾的歧
视，切实尊重和保障残疾人的人权，增进
残疾人福祉，增强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
推进残疾人平等参与发展进程、平等分
享发展成果。

国新办发表《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

浩荡长江，见证广袤荆楚沧桑巨变。
从万里长江第一桥飞架南北，到世

界最大的水利枢纽三峡工程建成运行；
从“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穷

窝子”“水袋子”，到沃野千里、稻菽飘香
的“米粮川”“鱼梁洲”；

从“武字头”国企挺起中部工业脊梁、
汉正街书写“天下第一街”商业传奇，到全
力构建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

70年，九省通衢湖北始终与共和国
同奋进、共成长；70年，乘着党和国家政
策的东风，日益成为改革创新与内陆开
放高地的湖北，正在砥砺奋进中写就高
质量发展新的华章。

从 40 年前诞生中国第一根光纤起
步，到 2001 年中国光电子产业基地落
户武汉、武汉光谷正式诞生，再到汇聚
23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武汉光谷已成
为全球最大的光通信研发生产基地，仅

光线光纤就占据全球 25%的市场份额。
“光谷的发展变迁，是湖北坚持创新

驱动发展的一个典范。”中国信息通信科
技集团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
华说。

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湖北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发全社会
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充分发挥高校、科研
院所众多的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湖北加快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70年，光阴飞逝，沧海变桑田。

70年，日新月异，旧貌换新颜。
“2018 年，湖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3.94万亿元，比 1952年增长了 215倍，年
均增长 8.5%。”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
说，湖北从一穷二白、温饱不足到即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印证了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恢宏历史，更成为中
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生动注脚。
（据新华社武汉7月25日电 记者

唐卫彬、李鹏翔、梁建强）

潮 涌 楚 天 阔
——湖北砥砺奋进70年谱写高质量发展华章

天高云阔，远山如黛。7月下旬，
记者来到云南省曲靖市西城街道西山
社区。在社区主干道旁，矗立着一座
刻有“红军战斗遗址”的纪念碑。碑
前，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

行军打仗，军事地图至关重要。
“龙云‘献’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同行的曲靖市三元宫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负责人曹绍华，指着不远处的一
个小水塘告诉记者，“当时红军就是
埋伏在这里，截获了敌人运送地图的
军车。”

1935 年 4月，红军主力部队由贵
州进入云南境内。27 日下午，中央
红军军委纵队先遣分队在周恩来带
领下，沿滇黔公路向曲靖关下村前
进。突然，红军战士发现从昆明方
向迎面驶来一辆汽车，车上的国民
党军队标志隐约可见。于是，周恩
来立即指挥部队就近隐蔽于公路北
侧的水塘旁，待汽车驶近后，立刻冲
上去截住卡车。车上的敌人见势不
妙，只好举手投降。

后经审讯得知，车上的军官是国
民党第二路总指挥薛岳的副官。据他

口供，他是薛岳派来向“云南王”龙云
索要云南地图的。龙云本来要用飞机
派送，但因飞机驾驶员突然生病，只好
改用军车押送。此次战斗，红军将士
一举缴获云南地区军用地图 20余份、
云南白药 10箱以及宣威火腿、普洱茶
等战利品。

晚上到了宿营地，缴获的战利品
被送到了位于三元宫的红军总部。首
长们饶有兴趣地谈论龙云“献”地图的
事。“我们缺什么，他们就送什么，而且
不要任何报酬……正为没有地图发
愁，就送来了地图；伤员缺药，就送来
了云南白药。”在场同志们一阵大笑。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

不费工夫。”曹绍华告诉记者，“当时
红军刚进入云南不久，对云南地形不
甚了解，又苦于没有地图。缴获的云
南军用地图恰好解了红军的燃眉之
急，为红军迅速从云南省禄劝县皎平
渡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几十
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掌握主动权，起到
了巨大作用。”

岁月无声，薪火永传。80多年过
去了，红军战斗的硝烟虽已远去，但距

离纪念碑几十米远的一座小石桥，仍
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走上桥头，“红军桥”几个大字清
晰可见，桥上拍照留念的游客熙熙
攘攘。曹绍华告诉记者：“战斗结束
后，红军就是沿着这座桥，来到了三
元宫。”

三元宫本是一座始建于清朝道光
年间的道教祠堂。红军总部的首长们
4月 27日晚就在三元宫召开会议，结
合缴获的军事地图进行形势分析，提
出了“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
的作战部署和指示。“这一决定对保存
红军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具有重
大的决定性意义。”曹绍华介绍说。

如今的三元宫修葺一新，成为一
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漫步展馆，游
人如织，红军使用过的电台、大刀、红
星章、苏维埃硬币等文物陈列有序。
曹绍华说：“红军长征在曲靖留下了
许多珍贵的革命遗址和历史文物，在
曲靖各族人民心中立起了不朽的精
神丰碑。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运用好
这笔历史文化遗产，让长征精神永放
光芒。”

龙云“献”图 红军巧渡
■本报记者 杨清刚 通讯员 王博麟

内蒙古通辽市一家医院内，老兵任
明德走到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刻。

弥留之际，这位参加革命72年，参与
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抗美援朝的老
兵，用微弱沙哑的声音哼唱着最爱的那首
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6月
12日 14时 40分，“北疆楷模”任明德一直
前行的脚步停了下来。没有停止的，是人
们对这位老英雄、老党员大爱之心的追
随。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
到“任明德志愿者服务队”中来。

“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

是幸运的”

1946年 2月，《大刀进行曲》创作者、
人民音乐家麦新跟随组织来到内蒙古科
尔沁大草原。次年 2月，他担任开鲁县
委宣传部部长，负责为他站岗的民兵就
是任明德。在麦新的影响下，任明德走
上革命道路。麦新不幸牺牲后，任明德
万分悲痛，毅然报名参军。

入伍后，任明德在一线勇敢战斗，多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8年 10月，锦州
战役打响，他率队侦察地形时被敌人发
现，一番激烈战斗后回到指挥所，战友们
发现他身上有 14个枪眼，原来他身中 7
枪，枪枪洞穿。

通辽市科尔沁区东郊街道工作人员
石姗，曾多次聆听过任明德老人为小学
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她记得老人曾提
起在四平战役中，敌军的一颗子弹打在
他的胯骨上。关键时刻，是战友用牙齿
帮他把子弹“拔”了出来。“老人常说，打
仗是军人的本分，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我

是幸运的。”
任明德先后参与百余次战斗，身上

留下 20 多处枪伤，被授予“爱兵模范”
“战斗标兵”等荣誉称号。1960年 10月 1
日，他作为解放军英模代表到北京参加
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

“党员是干什么的？是为

人民服务的”

天有不测风云。1977年，一场车祸
导致任明德 3节腰脊椎断裂，还被诊断
为骨癌，医生断定他只能再活两年。

考虑到他的伤势，组织安排年过五
旬的任明德休息。可他没有选择去条件
好的地方，而是决定回到家乡通辽，不给
国家和部队添负担。

战场上任明德没有被炮火击倒，生活
中他也不会在病魔面前认输：“焦裕禄得
了肝癌，疼得受不了，还在为兰考人民工
作呢！既然还有两年时间，我就不能坐着
等死！”冬天他去公共厕所方便时发现，里
面全是冰，就把那里变成了“战场”。

寒冬中，他刨冰的场景成了社区居
民共同的记忆。“你不要命了？！”家人十
分心疼，却拗不过他。还在上学的女儿
任国英觉得丢脸，和父亲大吵一架：“你
是个大英雄，干这样的活儿我接受不了，
太丢人了！”可任明德的回答掷地有声：
“党员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丢
谁的人了？”

幸运的是，经过术后复健，任明德直
起了腰，扔掉了拐杖，半年后行走如常。
两年后医生检查：他的腰脊椎断裂处全部
愈合，之前诊断的骨癌也被确认是误诊。

“重生”后的任明德更是将全部身心
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来，越是脏活、
累活、没人干的活，越能看到他的身影。

“我是党员，不能给组织

添麻烦”

在家人看来，家中 4个孩子，任明德
最疼爱的是女儿任国英。

可就是这样深沉的父爱，依然动摇
不了他的做人原则。女儿任国英下岗后
靠打零工生活，2012 年又患上乳腺癌。
任明德却没有让女儿申请低保，因为“我
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后来，还
是社区了解情况后主动为任国英申报，
才申请下来。

任家祖孙四代，6 名男丁当过兵。
他的孙子任建彬复员后，被分配到离家
300多公里的白音花煤矿。当地寒冷荒
凉，妻子马桂兰央求老伴，“你找找人吧，
换个地方，别让孙子去受罪了！”“找啥人
啊？这个也找那个也找，让政府咋办？
得让他锻炼锻炼，真正的男子汉凭本事
闯天下！”

与这种恪守原则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对待群众无私纯洁的大爱。任明德是
功臣，是军队离休干部，可却一直住在
40多年前盖的老平房里，吃的是粗茶淡
饭，省下的钱用来资助困难群众和学生。

任明德给自己的 4个孩子，分别取
名国庆、国栋、国英、国安，寄托着他对祖
国繁荣富强的祝愿，对子女成为国家栋
梁的期望。他用一辈子的笃定笃行，一
生的热血忠诚，诠释了一名军人、一名党
员的为民初心。

一个老兵的“大写”人生
—追记“北疆楷模”任明德

■本报记者 杨明月

（上接第一版）

彭措旺扎开创了玉树地区“康巴世
族”入党的先例，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
为稳定地方、维护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两头尖的针不能缝衣，三心二意

的人一事无成。”祖父一心向党的故事，
让入党成为尼都塔生心头的神圣大
事。2008年，考入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
中学后，他就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但因为不满18岁，申请书被退回。

2011年，考入原昆明陆军学院后，
他又郑重递交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
然而，由于理论素养和文化课存在短
板，他仍然未能如愿。

想到祖父的入党经历，尼都塔生没
有气馁。他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补
齐文化课短板，终于在大三那年被组织
批准入党，成为家里的第13名党员。

70 年来，尼都塔生一家先后有 16
人光荣入党，“跟党走”3个字已融入这
个藏族家庭的血脉基因。

传承一腔赤诚——

“维护民族团结，在党和

藏区群众间架起连心桥”

“静静坐着的百户”——年过七旬
的僧人尕德才仁聊起东坝家族，对彭措
旺扎在群众口中的这个称呼印象深刻。

这一称呼形象描述了彭措旺扎在
面对风浪考验时的态度——“静静”代
表坚定不移的立场，而“坐着”是指“坐”
在党的立场上。

上世纪 50 年代末，旧势力蠢蠢欲
动，玉树地区社会动荡，人心浮躁。彭措
旺扎笃定地跟随共产党，没有丝毫动摇。

为了挫败反动势力的阴谋，时年 20
岁的彭措旺扎将家中的马匹和武器全
部上交政府，并动员群众向政府捐赠武
器弹药和财物。

彭措旺扎还不厌其烦地动员群众：
“不要乱来，不要乱跑，要听党的话！”他
甚至写了同样的声明，让人散发到邻近
地区。
“我们作为少数民族干部，肩负着

维护民族团结，在党和藏区群众间架起
连心桥的使命。”说起父亲当年的壮举，
东坝阿宝由衷自豪。

东坝阿宝从父亲身上继承了维护
民族团结的使命感。他带头迎娶平民
家庭的女儿，主动接纳来自藏汉家庭的
儿媳妇，推荐提拔外来援藏干部，用实
际行动立起民族团结的鲜明导向。

过去，玉树杂多县和西藏接壤的地
方，牧民间经常因为草场圈占等问题发
生纠纷，甚至引发流血冲突，严重影响
社会稳定。多年来，从土登宫保到彭措
旺扎，再到东坝阿宝，总是主动出面解
决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团结稳定。

2015年，尼都塔生军校毕业后，走
进曾被中央军委授予“高原民族团结模
范连”荣誉称号的玉树独立骑兵连。骑

兵连的传统和家风的熏陶，让他更加注
重维护民族团结。

4年来，尼都塔生坚持资助一对家
庭困难的姐弟完成学业，经常陪伴照顾
84岁的老人东周卓玛，帮助经济困难的
牧民解决就业……渐渐地，巴塘草原上
的群众把他的电话当成“爱民热线”，
“遇到麻烦，最先想到的就是他”。

尼都塔生还带动全连发扬优良传
统，发动官兵轮流照顾驻训点附近几
位生活困难的老人，帮老人理发、捡
拾牛粪、修理房屋，为生病的牧民送
医送药。

时间长了，官兵和牧民亲如一家。
牧民们时常帮助连队宰杀牲畜、做藏式
血肠，战士骑马路过村庄，也经常受邀
喝一碗藏式茯茶。

永葆一份情怀——

“宁可饿着肚子受着凉，

也要对得起老百姓”

自 15岁进入原昆明陆军学院民族
中学，到 22岁毕业于原昆明陆军学院，
尼都塔生在昆明生活了整整7年。

7年间，这个来自玉树的康巴小伙
子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云南话，爱上了麻
辣川菜。

然而毕业分配时，当他从数十个单
位中看到“玉树独立骑兵连”这一选项
时，毫不犹豫便做出了选择。

看过世界繁华，依然情系高原，这
是尼都塔生的选择，也是一家几代人扎
根高原、牺牲奉献情怀的延续。
《玉树州志》里对尼都塔生的祖父

彭措旺扎的记载，以这样一句话结束：
“1989 年 4 月 20 日 11 时 55 分，因操劳
过度，心脏病突发、急性心肌梗塞引起
心脏骤停，逝世在办公桌前，年仅 51
岁。”

代代立身为范，凝成家风相传。
在东坝阿宝的记忆中，父亲彭措旺

扎对孩子多是“身教”，很少“言传”。但父
亲说过的一句话，却让他铭记至今：“你就
是宁可饿着肚子受着凉，也要对得起老
百姓。”

这句话，他记住了，也做到了。
2010 年 4 月 14 日，玉树发生大地

震。时任玉树州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
的东坝阿宝正在西宁住院治病。得知
消息，他立即起身，赶回了满目疮痍的
玉树。

回到玉树，他顾不上受灾的家人，
立即承担起全国抢险救援部队、各地志
愿者队伍的协调工作。全军 12000 多
名救援官兵，全国 100 多支志愿者队
伍、数千名志愿者的抢险救援行动都由
他协调。

司机毛仁青记得，连续 18天，东坝
阿宝早上一起床就先吞下一大把药，然
后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回到帐篷
休息。

地震发生后，远在昆明读书的尼都
塔生心急如焚。他多次向学校递交请
战书，请求回玉树救灾。但因课时安排
等原因，学校没有允许。

忆及往事，尼都塔生说：“现在好
了，我就在玉树骑兵连，可以一直守着
我们的玉树。”

深藏一个情结——

“成为解放军的梦想种子，

70年前就播下了”

尼都塔生是东坝家族的第一个解
放军战士。但在他看来，“成为解放军
的梦想种子，70年前就播下了”。

70年前，给解放军送马后，土登宫
保将解放军迎进玉树。这片古老的土
地，第一次留下了人民军队的足迹。

为部队当翻译期间，彭措旺扎与西
北野战军骑兵团官兵一起奔袭突进，为
玉树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贡献。出于对
解放军的热爱，他借来一身军装，拍下
了东坝家族的“第一张军装照”。

东坝阿宝年轻时曾报名参军，但因
多种原因未能如愿。抗震救灾期间，他
亲眼看到“解放军来了人心定”的感人
场景，加之长时间与部队在抗震救灾和
恢复重建的战场上并肩战斗，对人民军
队愈加亲近。2008年，得知原昆明陆军
学院民族中学在玉树招生，他全力支持
尼都塔生报考。

把年仅 15岁的孩子送到千里之外
求学，尼都塔生的母亲卓玛才吉万般不
舍。但送尼都塔生入校时，卓玛才吉还
是一再叮嘱他：“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住。”

当骑兵，知马爱马是必修课。东坝
阿宝年轻时学过兽医，在他的点拨下，初
进骑兵连的尼都塔生掌握了许多养马技
巧，还驯服了一匹名叫“枣红”的烈马。

在妻子陈玉英眼中，尼都塔生“回
到了玉树，但并不着家”。“我怀孕期间
妊娠反应严重的时候，他都不在。”说到
这里，陈玉英扭过头揉揉眼睛后又认真
说道，“这事业很光荣，再难我也支持
他。”

尼都塔生没有辜负家人的支持。
进入连队后，步兵出身的尼都塔生

和新兵一起参加骑术训练，被马颠得大
腿鲜血直流，劈刀练到胳膊都抬不起
来。20多天的极限训练下来，他顺利攻
克了当好骑兵的第一道难关。

掌握基础技能后，他便带着战士主
动挑战双刀劈刺、乘马越障等高难度课
目，探索出适合高原环境的雪地侦察、
快速出击等10多种骑兵战术。

担任连长不久，着眼体制编制调
整，他又开始探索传统骑兵与信息化手
段相结合的训练方式，推动骑兵向现代
化转型。

转型发展的路上，尼都塔生如同巴
塘草原的骏马，一路奋蹄，冲锋驰骋。

本报酒泉7月25日电 钱铃奇、记
者邹维荣报道：2019年 7月 25日 13时
00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组织发射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将气球卫星和

BP-1B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由中国民营

公司北京星际荣耀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研制，是一种采用垂直热发射方式

的四级小型固体商业运载火箭，箭体最
大直径 1.4米，全长约 20.8米，起飞重量
约 31吨，500公里高度太阳同步轨道运
载能力约 260 公斤。此次发射的气球
卫星和 BP-1B卫星分别由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和北京理工大学研制，入轨
后将开展一系列技术验证。

此次发射是该型火箭的首飞，也是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织的第 3次民营
商业运载火箭发射。

双曲线一号运载火箭首飞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