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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当地时间 17日下午在圣彼得堡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
杰夫共同主持中俄总理第二十四次定期会晤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 17日在京举行，审议
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栗战书主持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委员长会议 17日在京举
行，决定将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草案交付常
委会会议表决，栗战书主持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发布仪式 17日晚在
京举行，韩正出席并发布了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国办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均据新华社）

位于平壤以东约 100 公里的平安
南道桧仓郡，坐落着朝鲜境内面积
最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陵园之中，伫立着一座年轻战士的
半身雕像，他就是毛泽东主席的长
子毛岸英。

毛岸英，中共党员，1922年 10月
生，湖南韶山人。8岁时，由于母亲杨
开慧被捕入狱，他也被敌人关进牢
房。杨开慧牺牲后，翌年中共地下党
组织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
海。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
英兄弟流落街头。年仅 9岁的毛岸英
不得不想尽各种方法谋求生计，历尽

艰辛和磨难。
1936年，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毛

岸英前往苏联学习。1937年，毛岸英
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不久担任少先
队大队长，1939年加入共青团并担任
支部书记。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
毛岸英先后进入苏雅士官学校快速
班、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
事学院学习。1943年 1月，毛岸英加
入苏联共产党（1946年 2月转为中国
共产党党员）。

军校毕业后毛岸英被授予中尉军
衔，任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
连指导员，参加了战略反攻，冒着枪
林弹雨，驰骋于欧洲战场。

1945 年底，毛岸英回国。 1946
年 1月到达延安。毛泽东要求毛岸英
上“劳动大学”，毛岸英和农民睡一
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干一样
的农活，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后
毛岸英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在山
西、河北、山东等地参加土地改革
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能直接参加
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毛岸英向
党组织提出了下基层的要求。1950年
秋，毛岸英被安排到北京机器总厂任
党总支副书记。同年 10月，中国人民
志愿军入朝前夕，新婚不久的毛岸英
在家中遇到了准备出征的志愿军司令
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便主动请求入

朝参战。
毛泽东身边的人都不同意，因为

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为中国革命失去
了五位亲人，更何况此次要面对的是
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毛岸英的
态度非常坚决，当许多人都出来劝毛
泽东出面阻止时，毛泽东的回答却
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
去谁还去！”

10月 19日，毛岸英随中国人民志
愿军司令部入朝，担任志愿军司令部
俄语翻译和秘书。除了彭德怀等少数
几位领导了解他的身世外，其他人都
只知道他是一个活泼、朴实、能干的
普通年轻人。白天，他与战友们在办
公室工作，晚上就在用稻草搭的地铺
上睡觉。

11 月 25 日上午，美军轰炸机突
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几
十枚凝固汽油弹，正在作战室紧张
工作的毛岸英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
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
“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
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
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
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
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
的第六位亲人。

（本报记者 杨 悦）

毛岸英：领袖的儿子 普通的战士

每当提起罗盛教这个名字，很多
人都会想起语文课本中，那个飞身跃
入冰窟，勇救落水朝鲜少年崔莹的年
轻战士。

罗盛教，1931年生于湖南省新化
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9年参加中
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 7月加入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 4月参加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侦

察连文书。
有一次，在敌人炮火袭击后，罗

盛教和战友隐隐听到孩子的哭喊声。
翻过山坡，他们看到一座防空洞旁，
一个小孩哭着扑在一名妇女身上，不
停地叫着“阿妈妮”，全身沾满鲜
血。目睹这悲惨的一幕，罗盛教心中
悲恸不已。他与战友安葬了那名朝鲜
妇女，并把孩子交托给一位朝鲜老大
爷抚养。当天晚上，罗盛教难以入
眠，他打着电筒，在日记本上写下这
样几句话：“当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
中以后，希望你不要在我的尸体面前
停留；应该继续勇敢前进，为千万朝
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1952年 1月 2日清晨，4名朝鲜少
年在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附近的栎
沼河上滑冰，其中一个名叫崔莹的少
年不慎掉入 2.7 米深的冰窟，另 3 名
少年大声呼救。罗盛教出早操后，路
经那里，听到喊声，立即向出事地点
飞奔。

他 边 跑 边 脱 掉 棉 衣 棉 裤 ， 冒
着-20℃的严寒，纵身跳入冰窟，潜
入水中找寻。他两次把崔莹托出水
面，都因冰窟周围冰层破裂，又跌入
水中。他用尽最后的气力，再次把崔

莹顶出水面。崔莹获救了，罗盛教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年仅21岁。

1952 年 2 月 3 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领导机关为表彰罗盛教伟大的国际
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他追记
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爱民模范”称
号。同年 4月 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追授他“模范青年
团员”称号。1953年 6月 25日，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追授他一级国旗
勋章和一级战士荣誉勋章。

罗盛教去世后，他献身的栎沼河
被改名为“罗盛教河”，崔莹的家乡
石田里被改名为“罗盛教村”，安葬
他的佛体洞山被改名为“罗盛教
山”，山上耸立着“罗盛教纪念亭”
和“罗盛教纪念碑”，碑上镌刻着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
题词：“罗盛教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
与朝鲜人民永远共存。”

被罗盛教救起的少年崔莹为了报
答志愿军的恩情，后来加入了朝鲜的
人民军，成了一名像罗盛教一样的军
人。1952 年 8月 1日，罗盛教生前所
在连队将罗盛教日记中的话谱上了
曲，作为连歌传唱至今。

（本报记者 杨 悦）

罗盛教：英名照千秋 忠魂励后人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隆重表彰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
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
三次会议决定：

一、授予下列人士“共和国勋章”：

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
延年、张富清、袁隆平、黄旭华、屠
呦呦（女）。

二、授予下列外国人士“友谊勋

章”：

劳尔·卡斯特罗·鲁斯 （古巴）、
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女，泰国）、萨
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坦桑尼
亚）、加林娜·维尼阿米诺夫娜·库利
科娃 （女，俄罗斯）、让-皮埃尔·拉

法兰 （法国）、伊莎白·柯鲁克 （女，
加拿大）。

三、授予下列人士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
（满族）、顾方舟、程开甲“人民科学
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于漪（女）、卫兴华、高铭暄
“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蒙、秦怡 （女）、郭兰英
（女）“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艾热提·马木提 （维吾尔
族）、申亮亮、麦贤得、张超“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王文教、王有德（回族）、王
启民、王继才、布茹玛汗·毛勒朵
（女，柯尔克孜族）、朱彦夫、李保
国、都贵玛 （女，蒙古族）、高德荣
（独龙族）“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热地（藏族）“民族团结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

者”国家荣誉称号；
授予樊锦诗（女）“文物保护杰出

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号

召，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为楷模，大力宣传他们的卓越功
绩，积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
为，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
（2019年 9月 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刘奕湛）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17日上午，中央宣传部、中央
和国家机关工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北京市委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系列论坛第五场活动，邀请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
中央政法委等四部门负责同志，畅谈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相关领域发展成就，并与网

民开展在线交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系列论坛共六场活动，由人民网、新华
网、央视网负责承办，目前已举行五场，
最后一场活动将于9月 19日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论坛第五场活动举行

他 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
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
越贡献。

他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崇高荣誉，盛名
之下保持一颗初心：“一个人的名字，
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
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以自慰了。”

他是于敏，“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国产专家一号”——人们这样亲

切地称呼于敏。
没有留过洋，却也成为世界一流

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原子核理论研究
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
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

那是上个世纪 60年代。一切从头
开始，装备实在简陋，除了一些桌椅
外，只有几把算尺和一块黑板。一台
每秒万次的计算机，需要解决各方涌
来的问题，仅有 5％的时长可以留给氢
弹设计。

科研大楼里一宿一宿灯火通明，
人们为了琢磨一个问题，常常通宵达
旦。于敏的报告，与彭桓武、邓稼先等
人的报告相互穿插，听讲的人常常把
屋子挤得水泄不通。
“百日会战”令人难忘。100 多个

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
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率
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
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

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
理设计方案。

1967 年 6 月 17 日，罗布泊沙漠深
处，蘑菇云腾空而起，一声巨响震惊世
界。新华社对外庄严宣告：中国第一
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 7年多，苏联用
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 8个月。
《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

分册》记载：于敏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
了关键作用。

有人尊称他为“氢弹之父”，于敏
婉拒。他说，这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两年后，于敏在著名
物理学家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
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
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中国原
子核理论的空白。

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
能取得重大成果时，1961年，钱三强找
他谈话，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

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转行。从那时起，他开始了长达 28年
隐姓埋名的生涯，连妻子都说：没想到
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于敏率领团
队又在二代核武器研制中突破关键技
术，使中国核武器技术发展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

他与邓稼先、胡仁宇、胡思得等

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分析我国
相关实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国外的
差距，提出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
略建议。

在核试验这条道路上，美国进行
了 1000 余次，而我国只进行了 45 次，
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原子弹、氢弹、中子弹、核武器小
型化……这是于敏和他的同事们用热
血书写的一座座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
丰碑！

名字解密后，于敏收获了应得的
荣誉。

20年前，在国庆 50周年群众游行
的观礼台上，刚刚被授予“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的于敏，看着空前壮大的科
技方队通过广场感慨万分：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每个科学家

义不容辞的使命。”
2015年 1月 9日，于敏荣获 2014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坐在轮椅
上，华发稀疏，谦逊与纯粹溢于言表。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永远不
会干涸。

2019年 1月 16日，于敏溘然长逝，
享年93岁。

愿将一生献宏谋！——他兑现了
对祖国的诺言，以精诚书写了中国现
代史上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

者董瑞丰）

于敏，一个曾经绝密28年的名字

治国重勋劳。今年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党中央决定，首次开展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集中评
选颁授，隆重表彰一批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作出杰出
贡献的模范人物。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义给予功勋
模范人物国家最高荣誉，彰显其政治声誉和崇高地位，
向全社会发出了关心英雄、珍爱英雄、尊重英雄的强烈
信号。

即日起，推出系列报道，
重温英模们投身国家建设的
丰功伟绩和可歌可泣的人生
故事，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铭记

英模为党和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在全社会形成学习典
型、崇尚英雄的浓厚氛围，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进取，奋发有为，为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编 者 按

九一八事变爆发88周年前夕，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举行主题纪念活动，激励官兵矢志报国强军。

汪泽仁摄

毛岸英同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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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盛教同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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