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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韶山市韶山烈士陵园，安放

着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毛

岸英、毛楚雄等毛泽东 6 位亲人的铜

像。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韶山市

的干部群众都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

向烈士铜像敬献花篮。

韶山市烈士陵园管理所负责人胡

爱媛告诉记者：“每年都有很多党员干

部和师生自发来这里缅怀、悼念毛岸

英等革命烈士，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毛岸英，1922 年出生在湖南省长

沙市。8 岁时，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

毛 岸 英 也 被 关 进 牢 房 。 杨 开 慧 牺 牲

后，地下党组织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

弟来到上海。后来，由于地下党组织

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

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

人力车。

1936 年，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学

习。开始时，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

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曾冒

着枪林弹雨，转战欧洲战场。1946 年，

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

学 这 一 课 ”的 要 求 ，在 解 放 区 搞 过 土

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新中国

成 立 初 期 ，担 任 过 工 厂 的 党 委 副 书

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不

以此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

己，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

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司 令 部 俄 语 翻 译 和 秘

书。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迅速熟悉

了机关业务。

195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美空军轰

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

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

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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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

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 1 米高的花

岗岩石立于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

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

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

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 年 11 月

25 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

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

英烈士永垂不朽！”

2009 年毛岸英当选“100 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最美奋

斗者”称号。在韶山，毛岸英的故事广

为人知。湘潭市地方史志研究学者何

歌劲感动地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

到处有青山。作为毛泽东长子的毛岸

英用生命守护信仰，对人民大忠大义，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革命战士。毛岸英

是家乡人民的骄傲，我们从他身上看到

了革命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新华社长沙 5月 25 日电 记者

帅才）

毛岸英：用生命守护信仰

“面对黄继光老班长铜像，我庄严

宣誓：高擎英雄旗帜，传承英雄精神；

扎实刻苦训练，锻造过硬本领……”近

日，空降兵某旅全体新兵列队，在特级

英雄黄继光铜像前庄严宣誓。

1962 年，为纪念黄继光牺牲 10 周

年，根据黄继光母亲和战友回忆，用弹

壳熔铸塑造成了这尊半身铜像。上高

原、下海岛、进戈壁……黄继光的铜像

伴随部队“全时待战、全域到达”的征

程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黄继光精神

也成为一代代官兵的精神底色。

黄继光是四川省中江县人，1931

年 1 月 8 日 出 生 于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庭。1951 年 3 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成为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 2 营 6

连战士，后随部队开赴朝鲜战场。

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黄继光表示

一定要杀敌立功，为家人为祖国争光。

1952 年 10 月 ，上 甘 岭 战 役 打 响 。

上甘岭位于朝鲜中部五圣山上，是志

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敌人心窝

的一把钢刀。

10 月 19 日夜，黄继光所在营奉命

夺取上甘岭西侧 597.9 高地。部队接

连攻占 3 个阵地后受阻，连续组织 3 次

爆破均未奏效。时近拂晓，再不拿下

高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关键时刻，黄

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带

领两名战士攻坚。

黄继光等人在距敌火力点不到 50

米的地方被发现，照明弹、探照灯使整

个山坡变成了白天，无数条机枪喷射

出来的火舌，扫向他们隐蔽的地方，一

名战士不幸牺牲，另外一名身负重伤，

黄继光左臂也挂了彩，但依然顽强地

匍匐前进。

距敌火力点只有不到 10 米了！黄

继光向敌人投去手雷，但由于火力点

太大，只炸毁了半边，未被炸毁的机枪

又从残存的射击孔里伸出来，志愿军

的冲锋再次受阻。

这时，已经多处负伤的黄继光斜

侧着身躯，爬到地堡死角，身子向上一

挺，奋力扑上去，用胸膛堵住了敌人冒

着火舌的枪口，壮烈牺牲，年仅 21 岁。

“敌人的机枪声瞬间哑了。”亲眼

看着黄继光牺牲的时任志愿军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 82 迫击炮连指导员高晋文

回忆。战友们喊着“为黄继光报仇”，

冲了上去，一举夺取了高地。

战后，志愿军总部给他追记特等

功，追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

“黄继光！”

“到！”

这是黄继光生前所在连每晚例行

的点名，每当点到黄继光时，全连官兵

都齐声答“到”，表达对英雄的敬意。

“英雄的精神始终指引着我们，我们

都是黄继光的传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

完成一切任务，战胜一切来犯之敌。”黄

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政治委员王志国说。

多年来，黄继光生前所在连始终

在各种急难险重任务中当先锋、打头

阵，被空军授予“空降兵模范六连”“抗

洪抢险先锋连”“黄继光英雄连”荣誉

称 号 ，被 中 央 军 委 授 予“ 模 范 空 降 兵

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 4 次、二

等功 12 次、三等功 21 次。

（新华社北京 5月 25 日电 记者

刘济美、高玉娇）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钢铁战士

■李克强 24日至 25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深入推进改革，持续
扩大开放，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稳定向好

■栗战书 25日在京以视频方式同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
主席拉索举行会谈 （均据新华社）

3 月 30 日，渤海之滨。天空蔚蓝

澄澈，海面碧波万顷。这一天，彭士禄

院士的骨灰被撒入大海。彭士禄将与

他热爱的核潜艇相伴，永远守卫着祖

国的大海。

今年 3 月 22 日，这位 96 岁的老人

走 完 了 他 传 奇 的 一 生 。 著 名 核 动 力

专家、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

基者之一、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

师……面对这么多头衔，彭士禄更喜

欢称自己“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的

拓荒牛”。

一个准则——
只要祖国需要

彭士禄的父亲是共产党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彭湃。

3 岁母亲牺牲，4 岁父亲就义，童年

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先后辗转被送

到 20 多户百姓家里寄养；14 岁参加革

命，成为一名抗日小战士；1940 年被送

抵延安，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刻苦学习。

如此特殊的成长经历，让彭士禄

对国家和人民的感情无比深厚。

1956 年，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即

将毕业时，彭士禄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点。当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留

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专业。面对愿不

愿意改行的问题，年轻的彭士禄坚定

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

从此，他的人生就与祖国的核动

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只要祖国需

要”，成为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从第一代核潜艇，到大亚湾核电

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无不倾注了

他的汗水和心血。

不居功、不求名、不逐利，彭士禄

将毕生智慧都倾注于科技报国上；奋

斗不息、躬耕不止的精神，无时无刻不

澎湃着信仰的力量。

“ 也 许 因 是 属 牛 的 吧 ，非 常 敬 仰

‘孺子牛’的犟劲精神，不做则已，一做

到底。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

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彭士禄这

样说。

两件大事——
造核潜艇、建核电站

“我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

核潜艇，一是建核电站。”彭士禄表示。

核潜艇被认为是捍卫国家核心利

益的杀手锏。1958 年，中国研制核潜

艇工程启动。曾经，人们寄希望苏联

给予核潜艇研制技术援助，但苏联没

有答应。毛主席提出：“核潜艇，一万

年也要搞出来！”

彭士禄受命主持潜艇核动力装置

的 论 证 和 主 要 设 备 的 前 期 开 发 。 作

为技术总负责人，彭士禄被人们称为

“彭拍板”“彭大胆”。他说，凡事有七

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通过实践

去解决。

“科技人员最珍惜时间，时间是生

命，是效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

快 定 下 来 ，通 过 实 践 再 看 看 ，错 了 就

改，改得越快越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

要高效得多。”他说。

中国人创造了世界核潜艇史上罕

见的速度。1974 年 8 月 1 日，中国第一

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

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让核能服务于社会、实现和平运用

核能，是彭士禄等核动力专家的心愿。

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决定引进国

外技术设备，建造内地大型商用核电

站项目。彭士禄担任总指挥，又全身

心地扑到核电站的筹备和建设中去。

他提出大亚湾核电站的投资、进

度、质量三大控制，为大亚湾核电站的

上马打下了良好基础。

在秦山二期核电站筹建时，彭士

禄提出光靠外国不是办法，向中央领

导建议“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建设

核电站”。

“后来就确定搞 60 万千瓦，自力更

生、以我为主来设计建设秦山二期核

电站。”彭士禄说，“一定要把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里！”

三个心愿——
“祖国”是贯穿其中关键词

“ 干 惊 天 动 地 事 ，做 隐 姓 埋 名

人”。彭士禄这个名字，和他从事的工

作一样，一度都是国家的最高机密。

直到几十年后，隐姓埋名 30 年的

彭士禄，才作为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

设计师走进人们的视野。

有人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

父 ”，他 坚 决 不 同 意 。“对 我 来 说 这 是

贪天之功，我不接受！”彭士禄说，“我

充 其 量 就 是 核 潜 艇 上 的 一 颗 螺 丝

钉。”

晚年的彭士禄说，他有三个心愿——

一是盼望祖国早日拥有更加强大

的核潜艇力量；

二 是 盼 望 祖 国 早 日 成 为 核 电 强

国；

三是盼望祖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早日圆了老百姓过上幸

福生活的中国梦！

这三个心愿中，“祖国”是贯穿其

中的关键词。

2020 年 1 月 15 日，中国核工业创

建 65 周年。已经 95 岁的彭士禄念念

不忘的还是国家的核事业。“我们核工

业必须做大做强，新一代的核工业人，

要努力加油干，你们是最棒的。”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在老一辈核工业人耕耘、开荒的

大路上，中国核事业正继续澎湃前行。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 日电 记

者高敬、张泉）

左上图：彭士禄院士（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用一生推动祖国核动力事业澎湃前行
—记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

“我属牛，永远是一头核动力领域

的拓荒牛。”“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

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言为

心声，彭士禄院士用毕生心血诠释了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内涵。

他敢为人先，是名副其实的“拓荒

牛”。从担任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到指

挥大亚湾核电站筹建，再到自行设计、

建造我国第一座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

他的每一步都是别人未曾走过的。

他和同事们白手起家，无惧艰辛。

没有核潜艇资料，就参考国外核电站搞

理论研究、方案设计；缺乏人才，就边研

究边打造队伍；为了验证一个参数，他

们常常夜以继日地连算好几天。

在做出的巨大贡献面前，他始终谦

逊低调：“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

颗螺丝钉。”2017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最

高奖——“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后，他将

全部奖金捐献给组织，奖励在核动力领

域取得重要创新成就的年轻人。

成就伟大事业需要有伟大精神。

向彭老致敬，更要以彭老为榜样，发扬

他勇攀高峰、甘做“拓荒牛”、“为人民、

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精神，为科技自立

自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磅

礴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 日电 记

者张泉、高敬）

永做“拓荒牛”，为了祖国和人民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记者

周圆）记者 25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后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等英烈遗属可优先乘坐客运班车和

船舶，随同出行的家属可一同享受优先

服务。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 活 动 ，切 实 提 升 英 烈 遗 属 出 行 获 得

感，交通运输部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英烈遗属出行服务保障有关工作

的通知》，明确了优先乘坐客运班车和

船舶、优化候乘环境、加强城市交通出

行优待等一系列面向英烈遗属的出行

服务保障举措。

英烈遗属可优先乘坐客运班车和船舶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记者

周玮）让 经 典 永 流 传 ，让 烈 士 永 不 朽 。

中国歌剧舞剧院日前携歌剧《江姐》主

创主演代表来到新清华学堂，走到青年

学生中间。百余位大学生现场聆听老

一辈艺术家讲述歌剧《江姐》创作排演

的 故 事 ，亲 身 感 受 红 色 经 典 的 艺 术 魅

力。由此，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江姐》

工作正式启动。

歌剧《江姐》根据小说《红岩》改编，

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作曲，中

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创排，

1964 年首演后轰动全国。

此次重排，在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的指导和支持

下，中国歌剧舞剧院集结歌剧团、舞剧团、

交响乐团、民族乐团、舞台美术工作部等多

个部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陶诚担任艺

术总监，著名导演王晓鹰担任总导演，中国

歌剧舞剧院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伊泓远等担

任主演，共同为这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艺

术作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艺术生命力。

歌剧《江姐》启动重排

（上接第一版）

《通 知》强 调 ，各 地 区 各 部 门 要 始

终把握正确导向，树立正确历史观，准

确 把 握 党 史 、新 中 国 史 、改 革 开 放 史 、

社 会 主 义 发 展 史 的 主 题 主 线 、主 流 本

质 ，旗 帜 鲜 明 反 对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 要

突 出 青 少 年 群 体 ，把 握 青 少 年 群 体 的

特点和习惯，组织好青少年学习教育，

厚 植 爱 党 爱 国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情 感 ，让

红 色 基 因 、革 命 薪 火 代 代 传 承 。 要 丰

富 活 动 载 体 ，发 挥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作用，着力打造精品陈列，精心设计活

动 内 容 和 载 体 ，增 强 教 育 感 染 力 。 要

用好网络平台，发挥融媒体优势，制作

播出一批接地气、易传播、群众爱听爱

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文艺作品。要加

强 统 筹 协 调 ，把“ 四 史 ”宣 传 教 育 同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 永 远 跟 党 走 ”群 众 性 主

题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等 有 机 结 合 起 来 ，相

互 促 进 、相 得 益 彰 。 严 格 执 行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及 其 实 施 细 则 精 神 ，坚 决 克 服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安全管理，

做 好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确 保 宣

传教育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上接第一版）

据统计，这些孩子中，最小的仅几天

大，最大的不过七八岁，包括罗荣桓的一

对儿女以及几位烈士的后代。从 1939

年秋到 1942 年，托儿所的孩子们在王换

于及家人照顾下健康成长，而王换于的

4 个孙子却因营养不良、照顾不周先后

夭折。

习主席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

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

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

分感人。如今，在沂蒙老区，有很多像于

爱梅一样的新时代女性，用实际行动诠

释沂蒙红嫂精神。

山东某公司党委书记、“沂蒙新红

嫂”朱呈镕自费筹建沂蒙红嫂文化博物

馆，多次登上临沂舰慰问官兵；沂南县李

秀莲送儿参军、为新兵绣鞋垫，坚持拥军

40 多年；蒙阴县曹淑云响应党的号召，

办好企业的同时帮扶贫困群众，和当地

5 名女性成为新时代扶贫路上的“沂蒙

六姐妹”……

“书写军民鱼水情的
时代新篇章”

融入实践，落地生根

“ 欲 穷 千 里 目 ，更 上 一 层 楼 ……”

清 晨 ，费 县 薛 庄 镇 八 一 爱 民 学 校 传 出

琅琅读书声。位于深山之中的这所爱

民 学 校 由 山 东 省 军 区 援 建 ，翻 过 学 校

门 前 的 一 道 岭 ，就 是 大 青 山 突 围 战 发

生地。

2013 年 11 月 28 日 ，习主席视察原

济南军区部队时指示，要发挥军队优势，

深入做好扶贫帮困、助学兴教、医疗扶

持、支持新农村建设等工作，书写军民鱼

水情的时代新篇章。山东省军区、临沂

驻军闻令而动，携手打响脱贫攻坚战，把

支援沂蒙老区经济社会建设作为践行沂

蒙精神的重要平台。

原济南军区机关、山东省军区牵头

援建 5 所八一爱民学校，帮助沂蒙贫困

学子解决上学难题；临沂军分区先后实

施“ 百 千 万 工 程 ”，开 展“ 帮 四 老·奔 小

康”“爱心助学共圆梦”活动，助力改善

民生；驻地武警部队建设国防林、清理

河道淤泥，为沂蒙老区打造绿水青山生

态工程……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援建活

动，助力沂蒙老区人民脱贫致富。

“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勠力支前，最

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

最后一个儿子送上战场。如今，我们要

饮水思源，将伟大的沂蒙精神融入实际

行动，竭尽所能让老区人民过上幸福生

活。”临沂军分区政委郑忠华告诉记者，

当 前 ，他 们 在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上 谋 篇 布

局，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巩固前期扶贫

产业、升级改造硬件设施等工作正有序

展开。

习主席指出，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

军队的根，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从

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的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助力地方发展，是军

队性质宗旨的体现；保障练兵备战，是

地方党委政府的职责。临沂当地党委

政府和驻军部队以弘扬沂蒙精神为纽

带，凝聚思想、汇聚共识，合力推动战斗

力提升。

驻军某部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出

行、用水等难题。官兵从驻地红色资源

中汲取精神力量，开拓奋进、艰苦创业，

聚力练兵备战。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

支持下，他们修整训练场地、完善水电暖

设施、改建战备通道，战备建设水平进一

步提升。

各县（区）人武部每年联合地方宣传

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开展征兵宣传，

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激励新兵安心服役、

建功军营。自 2018 年以来，临沂籍现役

官兵有 2 人荣立一等功，129 人荣立二等

功，2000 余人荣立三等功。

临沂军分区坚持利用沂蒙红色文化

砥砺民兵战斗精神。去年抗击疫情，多

名医疗卫生系统基干民兵驰援湖北，在

抗疫最前沿连续奋战 50 多天；河东区、

兰陵县民兵主动参与辖区巡逻警戒和疫

情防控工作……

“ 蒙 山 高 ，沂 水 长 ，我 为 亲 人 熬 鸡

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

河水情深意长……”舞剧《沂蒙颂》中的

这个唱段，婉转悠扬，传唱至今。在这片

满载厚重历史的红色热土上，沂蒙精神

像一条永恒的河，淌过历史的天空，流向

远方，流向未来。

据新华社济南5月25日电 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

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

兰 5 月 25 日在山东调研退役军人工作。

她指出，山东是兵源大省，一直有拥军优

属的光荣传统，在退役军人工作信息化建

设、就业创业帮扶、适老助残关爱服务等

方面探索出一些经验做法。要进一步落

实党和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安置

好服务好军休人员和伤病残士兵，帮助他

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推动新时

代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

孙春兰指出，退役军人为国防和军

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落实好服务保

障和待遇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应

尽之责。要健全军地协作、部门协调、

央地协同机制，强化保障能力，提升服

务质量，着力解决离退休军人和伤病残

士兵的“急难愁盼”。要推进军休工作

改革创新，探索通过购买服务、信息化

智慧服务等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共享，

为军休人员提供近便就医、康复保健、

文体活动等服务。

孙春兰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加强离退休和伤病残军人服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