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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28日就乍得总统代比逝世向乍得

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

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乍得政府和人民

以及代比总统亲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代比总统带领乍得人

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促进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维护地区和平

和稳定。他生前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积

极推进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为促进中

乍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

高度重视中乍人民友好，中方愿同乍方

一道，推进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就乍得总统代比逝世

习近平向乍得军事过渡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致唁电

南昌，人民军队的诞生地，也曾是新

四军军部所在地。

暖春四月，英雄城一派生机盎然景

象。记者追寻革命先辈的红色足迹，来

到江西省南昌市象山南路 119 号——南

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陈列馆所在院落，原为北洋军阀张

勋的公馆。院内郁郁葱葱，中西合璧建

筑群青砖黛瓦，饱经沧桑。

步入陈列馆，一座军号雕塑吸引了

记者的目光。军号上的红飘带形如阿

拉 伯 数 字“4”，上 面 镌 刻 着《新 四 军 军

歌》的乐谱，寓意着新四军在南昌吹响

了改编组建的集结号和抗战杀敌的冲

锋号。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后，留在湘、赣、闽、粤、浙、鄂、皖、豫八省

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在极端艰难困苦

条件下，开展了三年游击战。”南昌新四

军军部旧址陈列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熊

河水介绍说。

游击战期间，红军、红军游击队与敌

人巧妙周旋，出没于崇山密林之间，风餐

露宿、历尽艰辛。三年时间，他们坚持扼

守战略支点，锻造钢铁般意志，保留了革

命的火种。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畔的枪声，

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幕。

经国共两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

展开，南方八省的红军、红军游击队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

四军。

1937 年 12 月中下旬，新四军军部筹

备工作在湖北汉口进行。为更好地组织

南方各红军、红军游击队完成改编任务，

按照毛泽东“军部第一步设南昌”的指

示，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进驻南昌张

勋公馆，并正式对外办公。

“新四军一整套组织机构，以及军首

长和 4 个支队司令员都是军部到南昌后

才确定公布的。”熊河水介绍，在南昌新

四军军部初步完成了军部领导机构的组

建与充实，健全军部内部机构设置，完成

了南方八省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下山、集

中、整编的任务。

经过整编后的新四军，由叶挺任军

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 4 个支队和 1 个

特务营，共一万余人。“新四军虽然人数

不多，装备较差，但官兵大部是三年游击

战争保存下来的精英，是一支立场坚定、

久经考验的红色劲旅。”熊河水告诉记

者，部队开展整编的同时，新四军在南昌

成立战地服务团，走上街头、深入群众开

展抗日宣传活动，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积

极加入，南昌一度成为东南地区抗日救

亡活动的中心。

1938 年 2 月起，新四军各部队陆续

开赴抗日前线。新四军军部从南昌出发

时，数千名南昌市民赶到车站送行。“冒

着黑暗奔去，祝福你，在黎明之前，加入

战斗的行列。”留存在陈列馆里的诗篇，

生动展现了当时群众与新四军官兵依依

惜别的场景。

这支由共产党领导的钢铁劲旅，以

猛虎下山之势，深入华中敌后战场，驰骋

于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抗日斗争，歼灭了

大量日伪军，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

鄂、湘、赣等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抗

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

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 东 进 ， 东 进 ！ 我 们 是 铁 的 新 四

军 ……”伫立在陈列馆展厅英烈墙前，

凝视着为国捐躯的新四军先烈名录，记

者仿佛听到了那首雄壮激昂的《新四军

军歌》。

深 入 敌 后 战 江 南
—探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

■李卫玉 本报记者 邹 琪 特约通讯员 何宗卯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本报北京 4月 28 日电 记者钱宗

阳报道：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

主任苗华今天在京与军队青年典型代表

集体座谈。

苗华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习主席

对青年一代非常关心寄予厚望，在清华

大学考察时勉励广大青年努力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新时代青

年成长成才、立身立业提出了期望指明

了方向。广大青年官兵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主席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永远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和战斗，瞄准制强胜

强锤炼打赢本领，始终保持昂扬奋斗的

青春姿态，自觉培塑革命军人大德美德，

牢记初心使命、不懈奋斗奋进，为开创强

国强军伟业再立新功，以优异成绩迎接

建党 100 周年。

据 悉 ，军 队 将 以“ 青 春 心 向 党 、强

军 担 重 任 ”为 主 题 开 展 系 列 活 动 ，16

名 军 地 青 年 典 型 走 基 层 、进 高 校 分 享

交流。

军队青年典型代表座谈会在京举行
苗华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 王庆厚、记者钱晓虎报道：

4 月 21 日，海军“初心映海疆、送展到基

层”首场展览活动，在海军潜艇学院举

行。这些来自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昌八

一起义纪念馆等知名革命纪念馆的展

品，将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家与国的

峥嵘岁月呈现在官兵面前。

为推动海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海军政治工作部把组织“初心映海

疆、送展到基层”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内

容，与国内 23 家知名革命纪念馆建立协

作机制，根据部队需求推送流动展览到

基层，引导官兵走进历史、触摸历史、感

悟历史，更好地从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首场展览活动中，展出了 1300 余幅

历史图片、70 余套实物文物，各纪念馆

还选派首席讲解员为官兵进行讲解。官

兵边聆听讲解，边悉心领悟。大家表示，

通过观看历史史料、感悟红色传统，思想

得到洗礼、灵魂得到升华、党性得到淬

炼。海军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尤永

斌告诉记者：“组织革命纪念馆送展到基

层，为部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打造流动

课堂、提供精神宝库，将助推学习教育不

断走深走实。”

海军组织23家革命纪念馆“送展到基层”

流动展览培根铸魂启智润心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

负重任。”近段时间，陆军某部认真组

织学习习主席在清华大学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广大青年官兵表示，将大力

弘扬五四精神，用实际行动履行神圣

使命。

青 年 官 兵 是 强 军 兴 军 的 骨 干 力

量。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是青年官

兵的重要职责和重大任务。肩负这一

重任，需要铁肩膀、硬本领，更需要工

作岗位上的实际行动。青年官兵唯有

行动起来，谋战思战、精武强能，干在

实处、走在前列，才能在关键时候拉得

出、上得去、打得赢。

彭 星 等 青 年 楷 模 之 所 以 堪 当 大

任，成为部队建设的栋梁之材，就在于

他们矢志强军、积极作为，不说空话、

务实笃行。相反，如果在最好的年华

选择安逸，只愿口头表态、不愿行动表

率，甘当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

子，就不可能挑起强军重担，也无法书

写壮美的军旅人生。

事实证明，行胜于言、少说多干，

是对时代重任最好的回答。新征程

上，青年官兵只有敢于担当任事、勇于

冲锋向前，才能创造光辉业绩，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

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
—寄语青年官兵②

■章海军

“五年看头年，起步很关键。”

“十四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进村庄、入企业、察生态、探

民生，就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乡村

振兴、保障和改善民生、搞好民族团结进步等

进行调研，并亲自指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四月的八桂大地，春意正浓。

从湘江之边到漓江之上，从柳江之滨到

邕江之畔，习近平总书记一路走来，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讲话，为广西广大干部群众加油鼓

劲，为新时代广西高质量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一）湘江之畔祭英魂：
“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
想想湘江血战”

“到广西，来全州看一看湘江战役，这是

我的一个心愿。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

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

4 月 25 日上午，广西考察第一站，习近平

总书记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

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赓续

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纪念园所在地，是湘江战役脚山铺阻击

战的战场遗址。

1934 年底，一场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

的战役在这里打响。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付

出极其惨烈牺牲，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歼

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将士马革裹

尸，湘江水鲜血染红。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

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湘江战役，始终

牵挂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革命先烈，专门作

出重要批示要求做好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工

作、规划建设好纪念设施。这个纪念园，就是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成的。

拾级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纪念园凭

吊广场，面向“红军魂”雕塑静静肃立。

“红军魂”雕塑长 80 米、高 7 米，巨石琢

就，形如长城。主雕塑眼神坚毅、目视前方，

原型正是“断肠明志”、壮烈牺牲的陈树湘烈

士。两侧，一个个红军战士的形象呼之欲出，

或怒吼拼杀，或英勇战斗。

两名礼兵将花篮敬献于“红军魂”雕塑前。

习近平总书记缓步上前，仔细整理书写着“湘江战役红军

烈士永垂不朽”的花篮缎带，率领随行人员向红军烈士三鞠

躬。

雕塑背后的山坡上，一面面红旗招展。那里，埋葬着红军

烈士们的遗骸。往日硝烟早已散去，英雄之

气仍在这青山绿水间纵横激荡。

纪念园不远处，坐落着红军长征湘江战

役纪念馆。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血战湘

江突重围”展陈，了解红军浴血奋战、突破湘

江的革命历史。

红军长征路线图、脚山铺阻击战模拟场

景、油画《浴血湘江》……一幅幅历史照片、

一件件革命文物，吸引着习近平总书记的目

光。

在 油 画《陈 树 湘》前 ，总 书 记 停 下 来 脚

步，凝视良久。

画面中，陈树湘躺在担架上，腹部鲜血

直流。为掩护红军主力渡江，这位“绝命后

卫师”师长身负重伤、不幸被俘，苏醒后用手

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 29

岁。

“壮烈啊！陈树湘是牺牲英雄中很典型

的一个。”习近平总书记由衷感叹。

“四道封锁线都在哪里”、“湘江水有多

深”、“这场仗打下来牺牲多少红军”……参观

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时询问相关情况，重

温那段烽火岁月。

在中央红军抢渡湘江四大渡口示意图

前，讲解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据罗荣桓同志回忆，他在渡江后回头一

看，身后就只跟着一名十几岁扛着油印机的

小红军战士。江面上漂满了红军战士的遗

体，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至今在桂北仍然流

传着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

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当时真是危险啊！”习近平总书记说，

“试想，如果没有这么一批勇往直前、舍生忘

死的红军将士，红军怎么可能冲出敌人的封

锁线，而且冲出去付出了那么大的牺牲，还没

有溃散。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理想信念的

力量！”

离开纪念馆前，习近平总书记同这里的

工作人员亲切交谈，深刻阐释湘江战役的重

大意义：

“革命理想高于天。正是因为红军是一

支有理想信念的革命军队，才能视死如归、向

死而生、一往无前、绝境重生，迸发出不被一

切敌人压倒而是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

情况下居然成功了？成功的奥秘就在这里。”

“横扫千军如卷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说，“我们对实

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

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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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璐）4 月 28 日，斯里兰卡总统兼国防部

长戈塔巴雅、总理马欣达在科伦坡分别

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魏凤和。

戈塔巴雅说，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我们衷心感谢中方长期对

斯方的宝贵支持，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共产

党的治国理政经验，比如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等。斯方始终将发展斯中关系置于

优先位置，坚定支持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

上的立场。斯里兰卡一贯坚持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不会屈服于任何域外大国的

压力，不会同任何国家结盟。我高度关注

两军防务合作，希望两军开展更加密切的

交流，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

马欣达说，欢迎魏凤和部长在疫情

下率团来访，这体现了中方对中斯关系

的高度重视。对中国在疫情防控、经济

发展和脱贫攻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表示

祝贺，衷心感谢中方对斯方抗疫给予的

无私帮助。斯里兰卡永远是中国真诚的

朋友，坚定支持中方维护自己核心利益

的立场，愿加强同中方在包括军事在内

的各领域交流和务实合作，推进两国关

系不断发展。

魏凤和说，中斯友好源远流长，两国

关系积淀深厚。中斯积极推进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共同发展前景广阔。中方

感谢斯方在台湾、香港和涉疆涉藏等问题

上所持立场，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斯方在

人权、民族和解等问题上的立场。两军关

系长期友好，要继续深化两军合作，发展

两军关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大

势和人间正道，某些大国拉帮结伙、谋求

地区霸权不得人心，严重损害域内国家利

益。中国赞赏斯方坚持独立自主和不结

盟政策，将与斯方共同努力、加强协作，携

手维护地区和平安宁。

同日，魏凤和还与斯里兰卡国防部

常秘古纳拉特纳举行会谈，共同启动中

国国防大学斯里兰卡校友会网站。

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总理马欣达分别会见魏凤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