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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3 日电 （记者

高亢）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指挥

长 、应 急 管 理 部 部 长 黄 明 在 23 日 国

务 院 抗 震 救 灾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召 开 的

视 频 调 度 会 上 指 出 ，在 有 序 开 展 云

南 、青 海 地 震 抗 震 救 灾 工 作 的 同 时 ，

要统筹抗震救灾和新冠疫情防控，千

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切实

把 确 保 人 民 生 命 安 全 放 在 第 一 位 落

到实处。

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云南、青海

地震抗震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云南、

青海的地震涉及区域较广，受灾群众

较多，抗震救灾工作任务艰巨。相关

单位应把受灾群众生活安排好，尽快

按政策规定把救灾资金、物资发放到

位，针对青海震区高寒和雨雪低温天

气，抓紧搭设棉帐篷并发放棉被等御

寒保暖物资；针对云南震区地处高山

峡谷且安置群众多，严防疫情传播和

次生灾害。

记 者 从 应 急 管 理 部 获 悉 ，云 南 、

青 海 地 震 发 生 后 ，应 急 管 理 部 、中 国

地 震 局 派 出 工 作 组 第 一 时 间 抵 达 灾

区 ，及 时 指 导 协 助 开 展 抢 险 救 援 救

灾 工 作 。 云 南 工 作 组 深 入 重 灾 区 实

地 查 看 房 屋 受 损 和 受 灾 群 众 安 置 情

况 ，赴 震 中 苍 山 西 镇 检 查 秀 岭 小 学

校 舍 安 全 及 学 生 避 险 安 置 ；青 海 工

作 组 分 成 3 个 小 组 深 入 灾 区 查 看 了

解 受 灾 损 失 、群 众 安 置 情 况 ，指 导 救

灾 救 助 、危 房 应 急 排 险 、救 灾 物 资 发

放等工作。

截至 23 日 16 时，云南消防救援总

队 103 辆消防车、481 名指战员在震区

值守，转移疏散群众 1446 人，搭建救灾

帐篷 643 顶，在县城 5 个集中安置点开

展防火流动巡查；青海消防救援总队

共调集 70 辆消防车、296 名指战员，转

移疏散群众 3765 人，搭建救灾帐篷 210

余顶，成立 6 个流动巡逻组在集中安置

点开展不间断巡查。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部署抗震救灾工作

千方百计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随处可

见 以 小 说 《红 岩》 中 江 姐 命 名 的 地

名：江姐小学、江姐中学、江姐村、

江姐广场。

这里是江姐人物原型，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烈士江竹筠的

故乡。“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参观江姐故居的人特别多，几乎

每天都有几百人，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1000 多人。”自贡市大安区江姐村党

委书记张平说。

1920 年，江竹筠出生于大山铺镇

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为生活所迫，

幼年的江竹筠跟着母亲到重庆投奔亲

戚，后来在当地的一家织袜厂做了近

三年的童工。进入小学，江竹筠勤奋

刻苦、成绩出众，只用三年半就完成

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随后，江竹筠先后进入重庆南岸

中学、中国公学附中、中华职业学校

和四川大学学习。1939 年，还是一名

中学生的江竹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秋 ， 她 进 入 中 华 职 业 学 校 学

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

从事青年学生工作。

1943 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

共 重 庆 市 委 领 导 人 之 一 的 彭 咏 梧 当

助 手 ，做 通 信 联 络 工 作 。 同 时 ，他 俩

扮 作 夫 妻 ，组 成 一 个“家 庭 ”，作 为 重

庆 市 委 的 秘 密 机 关 和 地 下 党 组 织 整

风学习的指导中心。1945 年，江竹筠

与彭咏梧正式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

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

外 联 络 工 作 ，同 志 们 都 亲 切 地 称 她

“江姐”。

1947 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

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

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

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竹筠还担任

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 《挺进报》

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这一年，川

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

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

导武装斗争，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

委 员 兼 下 川 东 地 方 工 作 委 员 会 副 书

记。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

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

争最前线。

1948 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

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

接替丈夫的工作。

1948 年 6 月 14 日，由于叛徒的出

卖，江竹筠不幸在万县被捕，被关押

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

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

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残酷地

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妄想从这个年

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

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

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

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

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

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

是钢铁！”

1949 年 11 月 14 日，在重庆解放

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

于渣滓洞监狱，年仅 29 岁。

新中国成立后，江竹筠的事迹被

后来脱险的狱友写进了小说，又被陆

续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

2007 年，位于自贡市大山铺镇江

家 湾 的 江 姐 故 居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 如

今，这里已被列为四川省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

众来此追思缅怀。

2009 年 9 月 ， 江 竹 筠 入 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模范人物”。

“我们村的老百姓到了外面都会

很自豪地说自己是江姐村的人。”张

平说，“江姐是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

献的女中豪杰！”

（新华社成都 5月 23 日电 记者

王迪）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在刚刚过去的“国际博物馆日”，

各 地 博 物 馆 纷 纷 推 出 丰 富 的 展 览 与

活动，让这些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场

馆 再 次 成 为 人 气 打 卡 地 。 位 于 广 州

市番禺博物馆的冼星海生平展厅，近

日 也 迎 来 了 更 多 观 众 。 人 们 前 来 瞻

仰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奋斗生平，感

悟革命精神。

冼星海，中国近现代伟大的音乐

家，中共党员。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

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7 岁时，冼星

海与母亲侨居马来亚谋生，在新加坡

上学期间参加学校管弦乐队的活动。

1918 年，他回国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

小提琴，1926 年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

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 年，

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小提琴和

钢琴，并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

的音乐》。

1929 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

师从著名提琴家帕尼·奥别多菲尔和

著名作曲家保罗·杜卡斯。1931 年，他

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在肖拉·康托鲁姆

作 曲 班 学 习 。 留 法 期 间 ，他 创 作 了

《风》《游子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

等十余首作品。

1935 年回国后，冼星海积极参加

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战斗性的

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

《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

等谱写音乐。他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

剧二队。1935 年至 1938 年间，创作了

《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游击军歌》

《路是我们开》《茫茫的西伯利亚》《祖

国的孩子们》《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

山上》等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1938

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

院音乐系主任，并在“女大”兼课，教学

之余，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

和《生产大合唱》等作品。

1940 年 5 月 ，冼 星 海 受 党 中 央 派

遣，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

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

不 归 。 期 间 ，他 写 有 交 响 曲《民 族 解

放》《神 圣 之 战》，管 弦 乐 组 曲《满 江

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

曲《郭治尔——比戴》等，现已收集到

他的作品近三百件；此外，还写了《聂

耳——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论中

国音乐的民族形式》等大量音乐论文，

已发表的有 35 篇。

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致使肺病

加重，1945 年，冼星海病逝于莫斯科。

2009 年，冼星海当选“100 位为新

中 国 成 立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的 英 雄 模 范

人物”。

黄河声声忆英烈，星海精神代代

传。如今在广州，这座城市和市民正

在用多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音

乐家，传承星海精神。

在珠江环绕的二沙岛上，以冼星

海的名字命名的星海音乐厅，无数次

奏起悠扬的音乐，让这里成为城市的

文艺地标；1985 年，广州音乐学院更名

为星海音乐学院，培养了一代代传递

着“星海精神”的艺术专门人才；2005

年 6 月 13 日 ，冼 星 海 诞 辰 100 周 年 之

时，番禺博物馆开设了专门的展厅，弘

扬冼星海的革命精神和非凡乐章……

“冼星海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国家

和民族，他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番禺

博物馆副研究员肖华说，博物馆通过开

设专门展厅、举办“新时代红色文化讲

堂”、故事会巡演等多种形式，希望让更

多的人了解冼星海的生平事迹，让“坚

韧不拔、志存高远、求真务实、爱国奉

献”的“星海精神”薪火相传。

（新华社广州 5月 23 日电 记者

邓瑞璇）

冼星海：人民音乐家

5 月 21 日晚，云南大理漾濞县发生

6.4 级地震。大理军分区组织各县市民

兵在做好抗灾自救的同时，动员大理

市、宾川县、南涧县、弥渡县应急民兵跨

区支援，紧急向漾濞集结。

22 日 18 时许，经过 2 个小时的长

途机动，宾川县民兵应急分队 100 名队

员到达漾濞，随即分为 11 个小组，赶赴

漾濞县河西村、石钟村、漾濞第一中学

展开救援。

河西村、石钟村部分村民小组地处

山区、半山区，住户分布零散。“各位老

乡，近期可能有降雨，要在帐篷旁边挖

一条排水沟”“在帐篷周边做饭、抽烟要

注意用火安全……”在一处处安置点，

救援民兵帮助群众固定帐篷，抢救生产

生活物资，同时做好心理疏导和安全知

识宣传工作。

“上级命令我县组织 100 名民兵跨

区救援，动员命令下达 1 小时，前来报

名的就有 200 多人。”弥渡县人武部部

长王之省告诉记者。

接到跨区支援任务后，大理市人

武部立即组建了以党员为主的民兵应

急救援队赶赴漾濞县白羊村。连夜救

援中，民兵党员当先锋、打头阵，为群

众搭设帐篷 40 顶，转移受灾群众 300

多人 ，运送矿泉水和自热食品 200 余

件。

南涧县距离漾濞将近 150 公里，是

4 个担负跨区支援任务县中距离漾濞

最远的县。接到动员命令后，该县医

疗、农业、林业等部门 6 名女民兵主动

请缨，参加救灾。

跨区支援 情汇漾濞
■本报记者 王凌硕 特约记者 柯 穴

5 月 22 日青海果洛玛多县发生 7.4

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果洛支队 186 名

官兵迅速投入抗震救灾，一幕幕军民

同心的画面令人感动。

“ 武 警 哥 哥 ，给 你 吃 。”22 日 黄 昏

时分，玛多中队士官朱高坡正在一顶

帐篷里制作铝质小烟囱，耳边传来黄

河 乡 一 所 寄 宿 制 学 校 学 生 玛 杰 的 声

音 ，朱 高 坡 抬 起 头 ，只 见 玛 杰 正 端 着

一 碗 热 气 腾 腾 的 牛 肉 粉 丝 汤 站 在 他

面前。

“哥哥不饿，你吃。”突如其来的地

震，震塌了这所学校的围墙，校舍墙体

也裂开了大缝。师生们正愁没有安身

之所时，救援官兵第一时间赶到，在学

校操场上搭建起 20 顶帐篷，并搬运来

24 个火炉、3 吨取暖用煤、20 多套桌椅、

200 余床被褥。

入夜后，学生和老师都住进了温

暖 的 帐 篷 ，而 救 援 官 兵 顾 不 上 休 息 ，

连夜奋战。

玛多县海拔 4200 多米，连日的降

雪导致气温降至零下，给地震灾区的

救灾行动增添了不少困难，但官兵不

言苦、不叫累，争分夺秒、抢抓进度展

开救援。

得知花石峡镇所属的扎地村、斗

纳村以及加果村通信中断，为确保不

遗漏一名群众，22 日晚，玛多中队指导

员李都带领应急排 28 名官兵对这 3 个

村子进行排查。

在玛多县政府广场，一支由救援

官兵组成的心理疏导小组穿梭在一顶

顶帐篷间进行巡诊。“不少群众还没从

惊吓中走出来，担心再次发生地震，我

们要抓紧做好心理疏导工作。”救援官

兵说。

上图：5 月 22 日，武警青海总队果

洛支队官兵在玛多县政府广场卸载救

援物资。 单林威摄

灾后救助 鱼水情深
■段雪冰 郭紫阳

本报北京 5月 23 日电 记者安普

忠、岳雨彤报道：由中央军委科技委主办

的“锦囊-2020”颁奖活动今天在北京举

行。80余名来自地方高校、科研机构人员

和军事爱好者代表参加活动，30名优秀作

品创作人现场领取获奖证书，举办方对部

分获奖作品进行了集中展示。

据介绍，以未来战争概念和场景为

主题的“锦囊”活动，是中央军委科技委

挖掘军事智慧资源、捕捉军事创意火花、

启发未来战争创新思维的积极探索。自

去年 8 月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征集公告以

来 ，有 1000 余 人 报 名 并 提 交 了 创 意 构

想。经组织评审，举办方对部分具有未

来战争和科技预见力、认知力和科学想

象力的优秀作品进行表彰奖励。

获奖代表表示，举办这样的创意构

想活动，给有意愿、有热情参与未来战争

问题研究讨论的爱好者和社会组织，提

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希望举办方能加

大推广力度，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下一步，中央军委科技委将持续举办

“锦囊”活动，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机制，

积极挖掘有价值的军事理论创意构想。

“锦囊-2020”颁奖活动在京举行

新华社成都 5月 23日电 （记者谢

佼）5 月 23 日，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

心在成都揭牌组建。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将

聚焦川藏铁路建设运营工程需求，坚持

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科技创

新成果产业化为使命，重点围绕川藏铁

路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灾害防护、装备

研制、运营管理等任务，搭建技术创新平

台，组织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和技术方案

论证，构建大数据智能支持、检验检测和

咨询培训等全链条服务体系，推进创新

成果转化。国铁集团将依托创新中心，

强化与相关企业、高校院所、投资机构的

合作共建和资源共享，吸引和培育高端

创新人才，构建高效开放的协同创新生

态网络，形成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创新共同体。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在成都揭牌组建

（上接第一版）

走进位于长沙县福临镇的陈树湘

故 居 ，火 箭 军 某 旅 干 部 王 京 被 陈 树 湘

“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

英勇壮举深深触动。王京在日记里写

道：陈树湘家低矮的房子在长沙城外的

瓦屋街上。紧闭的木门后面，是他卧床

不起的母亲，还有日夜期盼他早日归来

的妻子。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陈树湘

的头颅已悬挂于小吴门的石柱之上，她

们永远无法见到牵挂的亲人！

“一夜风云变，上海大屠杀。尔琢

拔刀起，血誓效讨伐。革命不成功，此

生不理发。”在湖南常德石门的一面石

墙上，镌刻着这样一首诗。武警湖南总

队宣传处处长李斌说，每次去拜谒，想

起王尔琢留下的“托孤书”就不禁泪流

满面：他多么深爱妻儿，但为了革命，对

生命又是那么的决然！

在 韶 山 ，《中 国 出 了 个 毛 泽 东》沉

浸式实景演出，生动演绎秋收起义、长

征、抗日战争、渡江战役等众多历史事

件 ，让 观 众 身 临 其 境 感 悟 革 命 前 辈 舍

生忘死的英雄情怀。项目负责人徐叶

青介绍说，今年以来，很多部队官兵利

用 探 亲 休 假 的 机 会 ，自 发 前 来 寻 根 溯

源，演出现场留言簿上，写满观众发自

肺腑的心声。

“一百年充满艰辛，一百年创造辉

煌，一百年举世无双。千秋伟业，百年恰

是风华正茂。”李斌告诉记者，传承发扬

好革命先辈光荣传统，写下俯仰无愧的

强军新篇章，告慰先烈、告慰历史，已成

为官兵的坚定信念。

“ 同 人 民 群 众 风 雨
同 舟 、血 肉 相 连 、命 运
与 共，继续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初夏雨后，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

乡沙洲瑶族村生机盎然。

“ 半 条 被 子 的 温 暖 ”专 题 陈 列 馆

内 ，在 展 现 红 军 女 战 士 剪 被 子 送 村 民

情景的雕像前，讲解员深情讲述“半条

被 子 ”的 故 事 ：长 征 路 上 ，3 名 红 军 女

战士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中，临走时，

把自己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

她。

“在这座雕像前，习主席停下脚步看

了很久。”沙洲瑶族村党支部书记朱向群

清楚地记得，去年，习主席一到湖南，直

接赶往沙洲瑶族村，走进“半条被子的温

暖”专题陈列馆。

“‘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们党

的初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习主席

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更要坚定道路自

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

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牢记习主席嘱托，驻湘部队官兵用

实际行动，续写“半条被子”的新时代篇

章。“湖南省贫困县主要集中在罗霄山区

和武陵山区，这两地都是革命老区，也是

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革命先辈的

后人，驻湘部队官兵始终带着感情、带着

责任，要把革命先辈的家乡建设好。”湖

南省军区领导介绍说。

湖南省军区重点对口援建革命老

区 贫 困 村 ，省 军 区 本 级 派 出 24 批 扶 贫

工作队，连续多年在贺龙元帅故乡桑植

县常态化驻村扶贫，先后筹措资金，帮

助桑植县 10 个村（镇）及周边部分村组

开山修路、架线改电、引水进村、扶持产

业等，辐射带动 6.4 万人脱贫，在全军树

立扶贫的“桑植样板”。“下一步，省军区

将对帮扶的贫困村 9000 多户脱贫户进

行‘回头看’，确保不出现生活返贫、产

业滑坡和建设退步的现象。”湖南省军

区领导告诉记者。

近年来，驻湘部队分别与贫困地区

结对，搭建帮扶平台、筹措扶贫资金、整

合优势资源。仅 2017 年以来，驻湘部队

共定点援建 3 所医院，5 次开展“红色军

医老区行”义诊活动，为贫困地区培训各

类技术人才 380 余人。

“ 我 是 开 福 民 兵 ，我 光 荣 ，我 自

豪 ！”在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 传 承 红 色 基

因、争当优秀民兵”教育实践活动正在

火热进行。

近年来，开福区人武部大力开展新

质民兵队伍建设，组建无人机民兵排，配

备无人机飞行器、操控平台、综合救援装

备等高精尖装备，在抗洪抢险等急难险

重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青年毛泽东在橘子洲头独立

寒秋，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

迈诗篇。今天，生机盎然的三湘大地，军

民同心合力携手奋进，一定能在新时代

长征路上，谱写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壮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