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⑥⑥ ⑦⑦ ⑧⑧

焦点关注
责编：李 贞 邮箱：hwbjzb@126.com

2021年4月14日 星期三

英雄人物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
族。无论战争岁月还是和平年代，都需要英雄情怀。
生命有限，英雄模范人物精神永恒。

身穿皮袄、手握刹把、目光刚毅的王进喜，给世
界留下一幅“铁人写真”。

1958 年，党中央作出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重大决
策，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历尽艰辛发现大庆油田，
翻开了中国石油开发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一页。

“铁人”王进喜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气概，带领石油工人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顽强
拼搏，“铁人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
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如今，大庆油田的卓越贡献已经镌刻在伟大祖国
的历史丰碑上，“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已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各地正以这些
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引导教育他们发扬优良传
统，在全社会带头弘扬新风正气。

依然是在东北，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内，一
件件实物、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清晰记录着雷
锋短暂却不平凡的一生。作为时代楷模，雷锋身上折
射出的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不断闯关夺隘，也
需要更多的时代楷模。今天，中国共产党要求广大党
员既要学习雷锋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
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
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
代代传承下去。

目光转向中原。从 1962 年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到
1964 年 5 月逝世，尽管只在兰考工作一年多，人民的
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却铸就了精神上的
永恒。

在新时代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首先要明确学
习弘扬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角度看，要特别学习弘扬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
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
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
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
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
化”的道德情操。

在江苏徐州第 71集团军某旅王杰生前所在连，矗
立着革命烈士王杰的半身铜像。1965年7月，部队在组
织民兵训练时突遇炸药意外爆炸，危急关头，王杰奋
不顾身扑向炸药包，掩护了在场 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
的安全，其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3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
照。此外，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
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
子。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

贵精神财富。
寻觅英雄的视角继续向南。杨善洲生前曾任云南

省保山地委书记，1988 年退休后，他带领家人和群众
历尽艰辛，义务造林20多年，建成约5.6万亩的大亮山
林场，并于 2009 年将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
充分展示了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领导干部的坚强党
性、远大理想、博大胸怀、高尚情操。

新时代，学习杨善洲，需要学习他鞠躬尽瘁、不
懈奋斗的崇高境界，奋发有为、干事创业；学习他大
公无私、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自觉实践共产党人的
人生价值和道德追求。

回望百年峥嵘岁月，英雄模范灿若星辰。他们为
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奉献和牺牲，这些精神给予
我们奋发向前的力量。

重要地点

百年潮流浩浩汤汤，许多地方都曾刻下“红色
坐标”。

坐标背后，是一堂堂生动的党史课，引领我们
读懂一个百年大党历尽艰辛、缔造东方奇迹的“神
奇密码”。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嘉兴南湖红船是中
国共产党的根脉。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
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一艘小小红
船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如今已成为领航中
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永不能
变。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人正秉持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永葆初心、牢记使
命，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

在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逐步
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面对“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迷茫和质疑，尽管有人悲观失
望，有人不辞而别，有人叛变投敌，但坚定的中国共
产党人依然高擎火炬前行，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毅然决然团结战斗在井冈山的红旗下。

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今天，
不少地方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定执着追理
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
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
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
内容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持深入
研究、大力宣传、认真践行延安精神，从中汲取信仰
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用延安

精神净化政治生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努力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同样是革命圣地，西柏坡是立规矩的地方。毛泽
东在这里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有力推动
了党的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

中国共产党教育广大党员，70 多年后，我们仍
要坚持“两个务必”，并且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通过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切实解决作
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上率下，自上而下，一级
带一级，自觉起示范带头作用。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解放战争时期，众多被
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国共产党人，经受住种种
酷刑折磨，宁死不屈，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
贵生命，凝结成“红岩精神”。如今，广大党员、干部
要用好这一红色资源，坚定理想信仰，养成浩然正
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
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吕梁山、沂蒙山、红旗渠……一个个“红色坐
标”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揭示出一个伟大政党的使
命担当，响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历经百年时
光，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

重大事件

山河为碑，青史为鉴。
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需要正确了解党和国
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936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
万险，胜利完成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充分展
现出革命理想的伟大精神力量。

如今，时代变了，条件变了，但中国共产党人为之
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各地各部门教育广大党员、
干部必须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牢记
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不移贯彻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

“娄山关”、“腊子口”，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一个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事件。这次会议在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
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等方面，留下宝
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广大党员普遍认为，我们要从遵
义会议精神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不
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950 年，为了保卫和平、反抗侵略，党和政府毅
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英雄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正义旗帜，舍生忘死、浴血奋战，
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这场战争锻造形成的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广大党
员认为，我们要深入学习宣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
事迹和革命精神，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不懈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国界。“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

“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 20世纪 50至 70年代，是中国
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中华民族创造的宝贵精神
财富。

在学习党史时，广大党员认为，在新时代，我们要
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科学把握“两弹一星”
精神的深厚意蕴，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
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

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40多年
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不辱
使命，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为改
革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特区新的历
史使命。着眼未来，需要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构
建新发展格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2020 年，在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的殊死较量中，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
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
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

伟大抗疫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
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要在全社会大力弘
扬，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惟有延续好

百年党史精神谱系，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才能
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答卷，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
新的更大奇迹。

图①：雷锋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图②：“井冈红旗”雕塑。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图③：王进喜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图④：2020 年 6 月 28 日，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

旧址，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新老党员一起重温入
党誓词。 陈其保摄 （新华社发）

图⑤：遵义会议举行的现场旧址。
罗星汉摄 （人民视觉）

图⑥：焦裕禄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图⑦：宝塔山下的延安城区夜景。

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图⑧：今年 3 月 13 日，武汉雷神山医院医护人员

在樱花树前赏花。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建党百年，形成大量宝贵精神财富。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接棒奋斗——

回望精神谱系回望精神谱系 赓赓续精神血脉续精神血脉
本报记者 刘乐艺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一百年的非凡奋斗历程

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
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

回望百年“精神谱系”，我们想起太多人物，想起太多地方，想起太多难忘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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