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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

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

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

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

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

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

和优势。”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我们进一步

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充分发扬人民民主，提供

了思想遵循和行动指南。

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同选举民主

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

线的组织、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人民民

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

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新

时代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就要发挥好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

全过程，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

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积极围绕贯彻落

实党和国家重要决策部署情况开展民主监督。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能听意见、

敢听意见特别是勇于接受批评、改进工作，是

有信心、有力量的表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要把民主集中制的优势运用好，发扬

“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广开言路，

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

深入交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而不强加

于人，遵循规则、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体

谅包容、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

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

好协商氛围。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

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就要让

大家讲，哪怕刺耳、尖锐一些，我们也要采取

闻过则喜的态度，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

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党的十九大报

告强调，“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

发展”，这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

战略任务和基本路径。更好地发挥人民政协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就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

要求，不断完善制度机制。要坚持党委会同政

府、政协制定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完善协商于

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的落实机制，对明确

规定需要政协协商的事项必须经协商后提交

决策实施，对协商的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

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规定，确保协商民主有

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民主是什么呢？

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

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

义。”实现民主政治的形式是丰富多彩的，不

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实践充分证明，中国

式民主在中国行得通、很管用。新形势下，把

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

好，人民政协就能更好地担负起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要求落实下去、把

海内外中华儿女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

责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贡献。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把协商民主贯穿履行职能全过程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1948年 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街参
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任突击
组长，先后炸掉敌人 3个碉堡，立下赫赫战
功。

1955年 1月，他退役转业，告别军营，扎
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封战功，为当地
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

1985 年 1 月，他站完最后一班岗，离
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他坚持学习，
30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织的要
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着 71年党龄的
老党员，他精神上追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
求。他，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1924 年 12 月，张富清出生于陕西汉中
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庭。1945年
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哥被国民党抓
壮丁，为了一家人维持生计，他用自己将二
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 90师在
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为该师杂役
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命，成为王震所领导
的英雄部队——359 旅 718 团的一名“人民
子弟兵”。

1948 年 7 月，壶梯山战斗打响。这是
1948年 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前，西北野战
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发起的澄合战役中
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
荣立师一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53 年 3 月至 1954 年 12 月，张富清进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
学习。1955年 1月退役转业时，张富清坚决
服从组织安排赴湖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
作。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皮
箱，锁住了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粮油所
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行来凤支行副
行长等职务。每一个岗位，他都脚踏实地，
竭尽所能，担当奉献。

1985 年 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班岗，
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

2012 年，张富清因病左腿截肢。为了
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作”，88岁的他
装上假肢顽强站了起来。

60 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埋心
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
情。2018 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
记，张富清隐藏半个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发
现。
（据新华社武汉9月21日电 记者谭

元斌）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在长春市第十八中学，每年开学的第一天
被称为“英俊日”。每到这一天，全校师生都会
重温刘英俊烈士的故事，表达对他的缅怀和敬
意。这座英雄的母校被命名为“英俊中学”，传
承着刘英俊烈士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精神。

刘英俊，1945年生，吉林长春人。1960
年，进入长春市第十八中学读书。1962年，刘
英俊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原沈阳军区某

师重炮连的一名战士。
刘英俊入伍后的第二年，正值毛泽东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伟大号召。刘英俊积极响应，并在日记中
写道：“一个人无论是活多长时间，他的死，只
要是献给党的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那就是
无限光荣的，有价值的。雷锋能，我也能。”

刘英俊学雷锋，言行一致，从点滴做起，
从身边做起。在连队，他是“业余修理员”，
连队的桌椅、门窗坏了，他主动修好。在部
队驻地，他是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还
用自己的津贴给学校买了许多宣传革命英
雄人物的书籍。

1966年 3月 15日，刘英俊和战友驾着 3
辆马拉炮车到佳木斯郊外执行训练任务。
临近某公共汽车站时，他驾的炮车辕马被汽
车喇叭声所惊，径直向人群冲去。这时，炮

车前不远处有 6名儿童被吓得不知所措。
千钧一发之际，刘英俊用力把缰绳在胳膊上
缠了几道，猛力一拉，使惊马前蹄腾空而
起。紧接着他不顾个人安危，双脚猛踢马的
后腿，马突然倒下，车翻了，6名儿童安然脱
险，他却被压在了车底。由于伤势过重，抢
救无效，刘英俊光荣牺牲，年仅21岁。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给他追记
一等功，并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刘
英俊学习的号召。

如今，刘英俊原住址所在地被命名为“英俊
社区”，长春市二道区八里堡英俊社区书记杨淑
洋说：“刘英俊烈士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们前
行，我们需要刘英俊烈士那样为人民服务的大
爱，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本报记者杨悦，通讯员闵洋攀）

刘英俊：雷锋式的伟大战士

当前，正值新兵入营、新排长集训。座
座军营里，训练火热展开，教员们身先士卒、
率先垂范。在教学训练中，一部“郭兴福教
学法”传承影响至今。这部教学法的创造者
就是人民军队的优秀教练员、原南京陆军学
校第一战术教研室副主任郭兴福。

郭兴福，1930 年 1 月生，山东邹平人，
1948 年 9 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
士、排长、副连长等职，先后参加过淮海、渡
江、淞沪、漳厦等战役。

20世纪 60年代初，为创新发展符合我
军特点的练兵路子，部队迫切需要探索练兵

方法来提高训练水平。时任原南京军区某
团二连副连长的郭兴福，结合打仗中积累下
来的经验，逐渐摸索出边讲边做、细化步骤
等练兵方法，在上级帮助和自己刻苦钻研
下，最终形成了单兵、小组和班“围绕打仗、
把兵练活”的战术训练方法：在训练指导思
想上，主张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
部队；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启发式、诱导式、
研讨式，主张把战士训活、训精。

1963 年 5 月 25 日,《解放军报》介绍了
“郭兴福教学法”的 8条经验，即：“摸清底
细，因人施教；分清层次，由简到繁；归纳要
领，做出样子；情况诱导，正误对比；重点提
问，反复练习；民主教学，运用骨干；评比竞
赛，广树标兵；宣传鼓动，抓活思想。”

1963 年 12 月，原总参谋部在江苏镇江
召开“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叶剑英元帅亲
临现场观摩后表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是
“我军教学方法的重大革新”，各部队要认真
学习，层层选拔自己的“郭兴福”。会后，他
还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建

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看了报告后指出，
“郭兴福教学法”对人民解放军的练兵方法
“不仅是继承，而且是发展”。1964年，全军
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
法”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1985年 8月 27日，郭兴福因车祸不幸去
世，生前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各1次。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承，“郭兴福教学法”
对部队创新训练方法仍发挥着激励作用。
2009年，郭兴福入选全军“100位新中国成立
后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具有重大
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

（本报记者杨悦，通讯员黄旺民）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郭兴福：一部教学法，传承半世纪

■应阿塞拜疆国民会议主席阿萨多夫邀请，栗战书
19日至 21日对阿塞拜疆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21日在京举行第二次全体会
议，汪洋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

■第十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
与投资峰会 21日在广西南宁开幕，韩正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 （均据新华社）

步入 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
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月，中共八届
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
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
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
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提出，要“搞一个
实事求是年”。3月 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
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
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
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
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
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将发现的问题
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
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
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
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
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
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
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

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
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
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本报乌鲁木齐9月21日电 李强强、特约通讯
员李梦奇报道：“那么多革命先辈深藏功与名，甘愿
扎根边疆为民族解放事业奉献青春，让我们很受教
育……”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数十名干部群
众走进新疆军区某团荣誉史馆，了解党史军史，感受
家国情怀，接受精神洗礼。这是该团利用现有资源
建设国防教育阵地的一个情景。

该团前身一部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
兵大队，战斗足迹遍布陕甘宁、冀鲁豫等多个地
区，涌现出一大批荣誉集体和个人。该团官兵认
为，团队发展历史不仅是官兵汲取练兵动力的“富
矿”，也是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教材。为此，他们
广泛搜集历史实物、影像资料和革命故事，编撰完
善团史资料，修葺荣誉史馆，并与当地政府、学校
等签订共建协议，把团史馆打造成军地共享的“红
色课堂”。

前不久，新疆克拉玛依市独山子第一小学将“开
学第一课”课堂搬到这里。一件件历史实物记录峥
嵘岁月、一幅幅黑白照片还原战斗历程、一个个英雄
故事彰显革命精神……鲜活的历史资料感染着走进
荣誉史馆的每一位师生。
“史馆是‘课堂’，历史做‘营养’。”走出团史馆，

该校一位老师说，通过参观学习接受教育，学生们对
边防军人的感情更深了。

新疆军区某团

团史馆建成军地共享“红色课堂”

本报长沙9月21日电 瞿芳、特约通讯员刘海
报道：在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湖南省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和吉首市国教办组织各高校和中小学
开展“英模挂像进校园暨第十九个全民国防教育日
活动”，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全军十大挂像英模事迹，
增强国防观念。

湖南省吉首市

开展“英模挂像进校园”活动

连日来，以“悬挂一套英模挂像、举办一场活动
仪式、组织一次集中培训、讲述一回英模故事、观看
一组影音资料、召开一次主题班会、组织一次征文演
讲、开展一堂国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八个一”活动
在该地各所学校展开。州市两级国教办整合宣传资
源，制作了 16 块流动宣传展板以及 6000 份宣传手
册，在部分学校制作宣传墙，并通过校园网、新媒体
平台、大型电子屏等播放英模视频资料，进行立体式
宣传。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各学校通过举行
悬挂仪式、讲述英模故事、召开主题班会、组织征文
演讲等形式，采取集中宣讲与分散宣讲相结合，引导
广大师生学习英模事迹、传承红色基因。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全市近万名学生接
受了国防教育，在全市营造了“崇尚英雄、捍卫英雄、
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的良好氛围。

本报南昌9月21日电 邹世民、特约记者郭冬明
报道：极限训练课目演练、陆军武器装备展示、军校一
日生活体验……今天，由陆军步兵学院和江西省国防
教育办公室联合举办的“强军·英雄”军营开放日活动
在江西南昌举行，来自驻地的高校师生、中小学生及通
过微信平台遴选的干部群众共2000余人走进军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我们在人民军队诞

生地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走进军校，体验军营生活，就
是要让大家现地感受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人民军队的
发展变化，增强全民国防意识。”陆军步兵学院某大队
大队长张龙告诉记者，今年的军营开放日活动，重点
突出了实战课目演练和人民军队建设发展成就展示。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刺杀操、攀爬云梯等军事
课目演示赢得阵阵掌声；红色传统教育，参观学员队
一日生活等安排让广大群众零距离体验军营生活；
在军校风采展示区，“转型的中国陆军”图文展板、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主题板报、“祖国在我心中”主
题书法展等让现场观众感受到青年官兵的家国情
怀；大礼堂内，学员们自编自演的《利剑出鞘》《请不
要叫我女孩》《誓言》等节目进一步激发民众的爱国
情怀。

江西省南昌市

举 办 军 营 开 放 日 活 动

9月21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官兵参加驻地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官兵走上街头、走

进社区向市民发放国防知识手册，开展国防教育宣传活动。

王光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