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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 19日考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主持召开座谈

会强调，弘扬科学精神，着力加强基础研究；推进改革，更大激发科

研人员创造活力

■2021年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20日在京召开，李克强作

出重要批示强调，聚焦广大群众期盼持续推进医改，使群众享有更

便捷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栗战书 20日在京以视频方式同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

川·立派举行会谈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均据新华社）

新中国成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

在川北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百姓造福，恪

尽职守推动地方发展，是群众心中的

“草鞋书记”；离休后，他带领群众植树

造林，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父老

乡亲亲切地称为“周老革命”。

“是大巴山的人民成就了我。我

要为人民服务到底！”“七一勋章”获得

者、93 岁的周永开坚定地说，党和人民

的事业高于一切。

冒着生命危险 开展党的工作

【砍头也吓不退的地下党员】

1928 年，周永开出生于四川巴中

一户农民家中。他幼年丧母，祖父与

父 亲 靠 给 地 主 做 长 工 为 生 。 人 剥 削

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

深重苦难，他看在眼里。

少年周永开常常想念长征离开的

红军，红军从不欺压百姓。

1943 年，周永开来到化成小学求

学。这是中共地下党恢复在川北活动

的 大 本 营 。 学 校 老 师 大 多 是 地 下 党

员，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1945

年，周永开 17 岁。一天夜里老师王朴

庵摸黑约他到学校后山：“你想找共产

党，你怕不怕死，会不会背叛？”

当时学校里游走着军阀的密探，

随时可能举起屠刀。周永开没有一丝

犹 豫 ，他 斩 钉 截 铁 地 说 ：“ 我 绝 不 怕

死！永不背叛。”

黑夜里，他举手宣誓：“我志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8 年，周永开任中

共地下党达县地区通南巴平（通江、南

江、巴中、平昌）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兼

任巴中县委书记，在敌人的刀口下坚

持斗争。

【紧密团结农民 搞起武装起义】

周永开做组织工作成效显著。到

1949 年下半年，通、南、巴、平共发展党

员 1300 多人，建立区委 16 个，支部 70

多个。为斗争需要，他发展妻子吴应

明入党，化名“松君”的她常常将通信

情报藏在身上，送往四面八方。

那 时 周 永 开 夫 妇 刚 有 第 一 个 孩

子。“松君”有一次穿过敌人岗哨，孩子

受惊哭出声，她立刻死死捂住孩子的

嘴，孩子难受地挣扎……任务归来，周

永开后怕地说：“孩子取名周平吧，希

望她能平安。”

临 近 解 放 ，上 级 指 示 武 装 起 义 。

“需要枪，去成都搞。那时每 5 家百姓

就有 1 个特务盯着，搞杀头连坐，沿途

都是关卡。”周永开回忆，“我们把枪藏

在白蜡里，装作贩卖白蜡，有惊无险把

枪运回巴中，搞起了武装起义。”

当时，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开到附

近。地下武装发动手拿大刀长矛的群

众，将敌军三个团分割包围。周永开等

指挥农民武装，将枪炮武装的敌师缴械，

俘敌 2400余人，缴获子弹 10万余发。

草鞋彰显信仰 口碑铭记功勋

【一双草鞋 穿出劳动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周永开先后担任

原巴中县委书记、原达县地委副书记，

留下“草鞋书记”的美名。

巴中地处大巴山深处，属喀斯特

地貌，常年干旱。新中国成立前，没有

一 辆 汽 车 ，没 有 一 处 水 利 工 程 ，人 称

“野巴州”，老乡常常望天求雨。新中

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永开等干部

规划兴建化成水库，召集 3 万多民工日

夜 奋 战 。 他 常 常 步 行 10 余 公 里 到 工

地，和老百姓一起修水库挑土方，晚上

还要连夜开会研究进展，安排工作。

工地上，戴着草帽、脚踩草鞋的周

永开和民工一个样，满身尘土；下工回

来只看见两只眼睛，端起搪瓷缸子就

喝 。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这 个 穿 草 鞋 的 农

民，竟然是县委书记。

1960 年，化成水库建成，大坝高 46

米，昔日荒沟变成碧波荡漾的人间天

池，成为当地防洪抗旱的依靠。这座

美丽的水库 2003 年被选定为巴中市区

饮用水水源地，2015 年成为国家级水

利风景区。

水库完工要刻一块完工碑，记下

出工出力的人名。他拦住不让刻自己

的名字，说这是人民建设的，功劳属于

人民。

【两手泥土 要为群众造福】

周永开嗓门大，脾气急，想的都是

群众吃穿用度的事。平时下乡，见到

路上有粪便，他会躬身把粪捡到地里，

用以肥田。

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第一次来到

川陕革命老区“万源保卫战”的主战场

花萼山。那时花萼山山里不通公路不

通电，他手攀悬崖、步行一整天登上山

顶的项家坪村，村里晚上照明全靠煤油

灯。有个小女孩给煤油灯加油时发生

火灾遇难，周永开痛心极了。他拿出积

蓄，买了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组织大

家挖水塘建引水渠，安装发电机。山上

第一次亮起了微弱的电灯光。

一定要拔除穷根！他一遍又一遍

地 跑 部 门 ，催 进 度 ，说 服 村 民 出 劳 动

力，前后接力，逐渐建起一条从官渡镇

到花萼山长 20 多公里的公路，从外面

的世界拉进电杆电线，当稳定的电流

点亮夜灯时，山里那些老人都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他还自己拿钱引种，鼓励山民发

展中药材种植，试种特色中药“花萼贝

母”。如今，花萼贝母成为当地有名的

土特产，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

砖”。他带人调查野生蜡梅资源，引种

蜡梅，力推优质蜡梅的培育及发展惠

民工程，竭力为山区农民找到生态与

致富的双赢途径。

七旬上山护林 换得青山重回

【用生命守护绿水青山】

1994 年离休后，周永开给自己加

了任务——花萼山守山人。因为穷，

村民在此伐林捕猎，生态破坏严重，有

的地方甚至被“砍秃了头”。他立志要

让青山重回。

他带着两名老干部白天拄着拐杖

巡山植树，穿过溪流、乱石，向开荒、砍

柴 、打 猎 的 老 乡 们 做 保 护 生 态 宣 传 。

晚上打地铺睡觉，山高气寒，他们时常

咳嗽，腰酸背痛。此时周永开已近七

旬高龄，还做过胆切除手术。有一次

昏迷摔伤，农民抬着他走了几个小时

才得以下山求救。

“为了生态，我的命可以丢在山上，

如果我死了，就埋在树底下当底肥！这

是我的志向，谁也不要拦着我。”他护林

上万亩，亲手种植上千亩的“清风林”，推

动建成了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

他出钱、出力、出思想的全方位带动下，

爱林护林已成为当地人的自觉。

【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

周永开刚上山时，项家坪村没有一

个高中生。他私人出资翻修好花萼山上

的学校，冬天不漏风，夏天不漏雨；他还找

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项尔方说：“我们定

向培养几个娃娃，帮助他们走出大山！”

这些娃娃中，蒋宁聪患有严重眼

疾，周永开将蒋宁聪带到达州，找最好

的医生治好了眼疾。后来，蒋宁聪成

了花萼山区第一个大学生，如今成为

一名青年基层干部。

周永开 1998 年发起在川北多个有

红色印迹的学校设立“共产主义奖学

金”，截至目前颁发 10 余届，奖励师生

近 400 人，并不断追加捐款。

他两袖清风，拒绝搞待遇，至今仍

住着 50 余平方米的老屋。

“周老革命一辈子扎根人民，保持

劳动者本色，身无余财，房子也不留给

儿孙，就连自己百年后的遗体，也准备

捐给医学院供解剖，他把一切都献给

了党和人民……”达州市干部群众谈

及周永开，无不心生敬意。

周永开就像他植于花萼山巅的青

松一样，永葆青春。

（新华社成都 7月 20 日电 记者

谢佼）

本栏图片新华社发

“草鞋书记”周永开—

永 远 扎 根 于 人 民

新华社银川7月20日电 7月 20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

论坛在宁夏银川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组长黄坤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提高思想自觉，增强历史担当，牢记和

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以奋发奋

斗、苦干实干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黄坤明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归根到底要落实

到行动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最终落脚点是学史力行。要深刻认

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

实践观点和实践特质的生动表达，蕴含

着我们党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书写百年

优异答卷的内在逻辑，映照着新时代奋

斗 造 就 幸 福 、实 干 成 就 梦 想 的 独 特 气

质。要秉持以党的坚强领导和顽强奋斗

引领事业发展的高度自觉，提高用党的

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水平，在

新时代新征程上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努

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专家

学 者 、宁 夏 有 关 方 面 代 表 作 了 研 讨 发

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研究中心（院）、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

学院、地方党委宣传部及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第十指导组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讨会暨党史学习教育高端论坛在宁夏银川举行

7 月 20 日，由中国中车承担研

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我国时

速 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

成功下线，这是世界首套设计时速达

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新华社发

德耀中华

新华社北京 7月 20 日电 中央宣

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和国

家机关工委、教育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

部、中共北京市委近期在京联合举办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系列专题宣讲报告会。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成员曲青山、王伟光、姜辉、

谢春涛、陈晋、吴德刚、李捷先后作 7 场

宣讲报告。

中央宣讲团成员紧紧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各自

研究领域，全面、准确、深入宣讲了讲话

的重大意义、主要内容和丰富内涵，宣讲

了讲话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

断，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深远影

响、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

伟大成就、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和

时代价值、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要

求和使命任务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讲解。

系列宣讲报告内容丰富、特色鲜明、

精彩纷呈，听众反响热烈。大家表示，要

结合报告的讲解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的领会和把握，积极响

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员，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中央

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代表、首都高校师

生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北京市干部

群众代表、在京中央企业党员干部代表

等，先后共 2000 余人参加系列专题宣讲

报告会。

据了解，宣讲报告将以录播形式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播出。系列专题宣

讲报告会结束后，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专题宣讲活动。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 神 系 列 专 题 宣 讲 报 告 会 在 京 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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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旬，南方某机场，一架国产

新型战机加速起飞，翱翔在蓝天白云

之间。驾驶这架战机的，正是南部战

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员王建东。

2020 年 9 月的一天，部队组织飞

行 训 练 ，王 建 东 驾 驶 战 机 进 行 空 中

对 抗 训 练 。 战 机 刚 刚 起 飞 ，王 建 东

突 然 听 到 一 声 巨 响 ，机 身 随 之 剧 烈

震动，发动机轰鸣骤然减弱。

凭借多年飞行经验，王建东意识

到飞机低空撞鸟了，他马上向指挥员

报告。此时，座舱内告警声骤然响起，

发动机推力急剧下降。

此时，飞机左下方是成片的村庄，

前方是一座城市。王建东非常清楚，飞

机一旦坠落到居民区，后果不堪设想。

很快，飞机发动机停车，此时飞机

的下方是居民区。关键时刻，王建东

看到机头前下方有一处空地，他立即

控制飞机对准空地。空地狭小，方向

稍有偏差就可能撞到民宅。王建东保

持飞机下降方向不变后才报告跳伞。

事后，王建东才知道自己低空弹

射时距离地面的高度仅为 75.9 米。在

这样的高度跳伞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

几乎是极限考验。

“当时顾不上想这些了，如果实在

找不到空地，我宁可把机头往地上扎，

也要保证群众安全。”王建东说。

百米之外，村民黄知发当时正在

鱼塘边喂鱼。“我就看到一架飞机飞得

很低，机身摆来摆去的，不断调整方

向，最后落在了没有人住的地方。”

“我没事，飞机有没有砸到楼房？

有没有伤到人？”见到驱车赶到现场的

旅领导，王建东第一句话就问地面损

伤情况。直至确认无地面人员伤亡，

他一直悬着的心才落地。

37秒生死抉择、22个操控动作零失

误、3次毅然转向、75.9米极限弹射……

事后，专家的综合评估显示，王建东的

一系列临机处置将地面伤害降到了最

低 。 2020 年 12 月 ，空 军 为 他 记 一 等

功，并授予“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

誉奖章”。

今年 2 月，经过术后复健、体检鉴

定、技术准备，王建东重返战位，再次

驾机升空。

“荣誉属于过去，唯有练硬本领才

能更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守卫祖国领空，王建东和战友们正积

极投身练兵备战，争取再立新功。

37秒生死抉择彰显大爱忠诚
—记军队系统全国见义勇为模范人选王建东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闫跃帅 王 昊

本报郑州 7月 20日电 连日来，河

南省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发

生城市内涝、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灾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灾情发生后，中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预

案，紧急派出前方指挥部，指挥战区驻豫

部队、武警部队官兵和民兵 3000 余人、

车（舟）装备 80 余台（艘），在 10 个地域同

步投入抢险救灾。

20 日凌晨，洛阳市伊川县伊河滩拦

水坝出现决口，河堤受损严重。第 83 集

团军某工程防化旅紧急出动驰援，计划

执行爆破分洪任务。

20 日 16 时许，郑州市中原区常庄水

库开闸泄洪。为防范泄洪过程可能出现

的 险 情 ，武 警 河 南 总 队 郑 州 支 队 出 动

150 余 名 官 兵 ，紧 急 参 与 抢 险 救 援 任

务。17 时 20 分，贾鲁河中牟县官渡镇大

王庄段多处发生漫堤险情，武警河南总

队机动支队 150 余名官兵经过 3 个多小

时奋战，有效加固了堤坝。

险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军区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预案，发动民兵投入抗洪抢

险。郑州警备区出动民兵 1000 余人奔

赴汛情严重地区，疏散群众、开渠引流、

堵塞漏点。20 日 18 时，郑州地铁 5 号线

海滩寺站到沙口路站隧道内积水，由于

停 电 ，地 铁 车 厢 无 法 打 开 ，乘 客 被 困 。

100 余名民兵骨干接力抢险，将被困群

众安全转移。焦作军分区所属人武部紧

急出动民兵冒雨奔赴一线，安全转移群

众 2500 人。同时，开封军分区、洛阳军

分区出动民兵就地参加救援。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紧急出动近百名

官兵、数十台装备，投入抢险救灾。第

988 医院派出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转送

受伤群众。信息工程大学也组织 300 余

名官兵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中。

据悉，中部战区联指中心昼夜运行，

实时指挥一线救援行动。

（综合记者刘建伟、吴敏、孙兴维，特

约记者翟小伟，通讯员李光辉、侯杰、贾

方文、焦景洪、辛振乾、李迎新、胡春峰等

来稿）

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

中部战区派出多支部队紧急投入抢险救援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