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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0年
12 月 1 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原第一

副主任兼原

总参谋部警

卫局局长杨

德 中 同 志

（正 大 军 区

职待遇），因

病 医 治 无

效 ，于 2020
年 11 月 12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7 岁。

杨德中是陕西渭南人，1936 年参加革

命，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他历任干事、卫生处政治指导员、政治

协理员、团政治处副主任等职，参加了青

口、鲁南地区反顽作战等战役战斗。解放

战争时期，他历任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

副主任、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

莱芜、潍县、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

立后，他历任团副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

副主任、师政治部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委员，中共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警卫处副处长兼中央警

卫团政治委员，陕西省咸阳军分区第二政治委员、陕

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

兼中央警卫师师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第一副

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

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杨德中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

中央委员会委员。他 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 年晋升为上将军衔，曾荣

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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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防大

学纪律检

查委员会

专职书记

周家鼎同

志，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20年11
月13日在

北京逝世，享年 98 岁。

周 家 鼎 是 河 北 南 皮 人 ，1938 年 参

加 革 命 ，同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抗 日

战争时期，他历任统战联络员、营政治

教 导 员 、医 院 政 治 教 导 员 、科 长 、团 政

治处主任等职，参加了沙窝、羊山等战

役 战 斗 。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他 历 任 团 政

治委员等职，参加了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渡江、

安阳、榆林、聊城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

他历任师政治部主任、中共西藏工委江孜临时

分工委书记、西藏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国务院贺

龙副总理秘书、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厂军代

表，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革委会

副主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训练部副部长、政

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成都、昌都、解放西藏等

战役战斗，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作出了贡献。

周 家 鼎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一 次 全 国 代 表

大会代表。他 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8 年

被 授 予 中 将 军 衔 ，曾 荣 获 二 级 独 立 自 由 勋 章 、

二 级 解 放 勋 章 和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二 级 红 星 功

勋荣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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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区职离休

干 部 、原 南 京

军区副司令员

詹 大 南 同 志 ，

因 病 医 治 无

效，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 在

南 京 逝 世 ，享

年 106 岁。

詹 大 南

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31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

军，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

历任战士、班长、通讯员、警卫员、科员、特派

员等职，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二至第

五次反“围剿”，参加了红军长征，参加了劳

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战斗。抗日战争

时期，他历任干事、营政治教导员、大队副政治委员、

大队政治委员、营长、大队长、科长、团长，军分区副

参谋长、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张家

口战役以及多次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

期，他历任旅长、师长、冀热察军区代理司令员、察哈

尔军区副司令员、师长等职，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以

及热西、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

历任副军长、军长、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

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抗美援朝，为部队革命化、现代

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詹大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委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 1955 年被

授予少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

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

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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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留胜

迹 ，我 辈 复 登

临 。 最 近 ，故

宫 博 物 院 、秦

始皇帝陵博物

院、布达拉宫、

孔子博物馆等相继登上央视综艺

节目《国家宝藏》第三季，讲述国

宝文物的前世今生，解析何谓“华

夏”、何以“中国”的文化密码。近

年来，传统文化类节目备受观众

欢迎，成为现象级文化亮点。中

华民族跨越时空的文明之光，中

华大地万古江河的壮阔画卷，助

力新时代文化自信静水深流、直

抵远方。

历史是文化发展的水源，自

信 是 文 化 繁 荣 的 密 码 。 习 近 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

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盘点“十三五”时期的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无疑是一个醒目标

识：文物展让“故宫跑”渐成常态，

“文创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国

产电影实现口碑票房双丰收，文

化类综艺节目屡屡呈现现象级流

量，传统节日受到追捧，历史文化

遗产为城市发展接续文脉……我

国文化建设硕果累累，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在极大丰

富 人 民 群 众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的 同

时，也凝聚起万众一心、同心筑梦

的自信力量。

这一自信，来自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

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

本所在，更是中华民族经历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中国

人民在时代洪流中挺立潮头的精神依托。“十三五”时

期文化领域精彩纷呈，更加说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能

让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源通流畅、源远流长，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化是岁月的芬芳、生活的哲学，文化自信因为植

根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沃土而更加蓬勃强劲。

古建保护秉持“修旧如旧”原则，新农村建设“留得住青

山绿水，记得住乡愁”，正是“保护利用”延续了中华文

化基因，增进了历史文化记忆。从弘家风、重家教，到

传节俗、易风俗，正是“创新传承”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

生命力。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志愿服务建设、诚信

社会建设、网络文明建设，正是“精神文明”拓展了我们

的价值认同和精神追求。延续文脉为国家立心，萃取

精华为民族铸魂，高树坐标为社会聚力，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文化支撑更加稳固。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浸润中华民

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适逢向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有信心和能力使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不久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就“繁

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出新的擘画。瞻望前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的新航程已经开启，中国人民必将创造更多属于新

时代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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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海原县地处西海固地区，自然条件

恶劣，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脱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之一。走出大山、摆脱贫困，是当地群众

多年的期盼。

如今，海原县的自来水普及率已达 99%；

全县累计减贫近 10 万人，其中 1.5 万贫困人口

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丰衣足食的新生活、温暖

舒适的新家园，真真切切地就在眼前。

搬出大山心里敞亮

“过去用干净水洗上一把脸都难，现在家

里养的鸽子也能喝上清水了。”关桥乡关桥村

村民马霞一边打理庭院中的鸽舍，一边和记者

聊起来。

2015 年，海原县“取黄河水为稳定主体水

源”工程实现通水。作为宁夏实施中南部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项目从

274 公里外，经 15 级扬水，将黄河水引入了海

原县海兴水厂，形成以中南部联通工程为骨架

的供水管网体系。

“当时，乡亲们围在通水现场，不少人激

动得掉下了眼泪。”更让马霞没想到的是，入

住的新房子不仅通了自来水，还用上了太阳

能 热 水 器 和 抽 水 马 桶 ，水 费 一 年 也 就 百 十

块钱。

“过去住在土坯房，窗户小还漏风，一年到

头难见阳光，屋里灰尘也擦不净。”现在，马霞

和乡亲们都住上了混凝土浇筑、有落地窗的新

房子，“院子里还有空地搞养殖、种花种草，心

里别提多敞亮了。”

驻村工作队队员刘建成介绍，村民的房子

是 由 定 点 帮 扶 海 原 县 的 央 企 华 润 集 团 出 资

70%帮助建设的，通往各自然村的主干道、内

部巷道、村民门口道路都是硬化路，还建成了

幼儿园、小学、健身广场等公共设施。

在距关桥村约 100 公里的三河镇富陵村，

村民马永宏有着和马霞一样的喜悦。“十三五”

期间，海原县对就地脱贫难的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 3639 户 15221 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马永

宏从山上搬到了平川，窑洞变成砖瓦房，苦井

水变成自来水。

“山里闭塞、条件差，学校离家 5 公里，要

下到沟底再翻过山岭。”马永宏回忆，“如今搬

出大山，娃娃们再也不用为上学发愁了。”

肉牛产业强筋壮骨

“家有三头牛，富得直流油。”这是海原县

流传甚广的一句顺口溜。由于常年干旱、种田

不易，养殖肉牛成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好

路子。

2015 年，华润集团组织实施基础母牛赊

销扶贫项目。一头价格约 1 万元的母牛，华润

集团垫付赊销款 6000 元，当地政府补贴 2000
元，建档立卡贫困户自筹 2000 元左右就可牵

回家。

2018 年，建档立卡贫困户马成云牵回 3 头

母牛，同时购买了公牛。至 2019 年底，他家新

培育的 4 只肉牛卖了 5 万多元，除去成本赚了

2 万多元。“现在我有 4 头大牛、8 只牛娃子，能

卖到 10 万至 12 万元。除去还款和草料钱，能

净赚 4 万元左右。”马成云正琢磨着扩大养殖

规模。

去年 10 月，占地 100 亩的富陵肉牛养殖园

区向马成云敞开了大门。园区按照“村党支部

引领+合作社管理+养殖户养殖”的发展模式，

鼓励散养肉牛入园，由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饲

草料、统一防疫消毒、统一标准饲喂、统一购买

保险，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水电费、环卫消毒费、

维修费用由养殖户按照养殖头数均摊。目前，

园区共养殖肉牛 904 头。

肉牛养殖园区的养殖场场长马廷文告诉

记者，入园养殖帮助村民解决了养殖规模受

限、成本较高、效益不明显以及人畜共处等问

题，预计年收入能达到 400 万元以上。

如今，肉牛养殖已成为海原县脱贫支柱产

业，全县发展规模牛场、肉牛养殖合作社、家庭

牛场累计达到 158 家，到 2020 年底，海原县肉

牛饲养量已超过 30 万头。

稳步脱贫持续增收

在关桥村新建的电商展示大厅里，农产品

推介成了带货主播的主要任务。

“关桥有硒砂瓜、小杂粮、香水梨、露地蔬

菜、拱棚甜瓜等特色农产品，我们正在大力发

展电子商务，让更多的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各

地。”刘建成说。

围绕草畜、马铃薯、枸杞中药材、瓜菜、小

杂粮“一主四特”产业，海原县因地制宜发展富

硒功能农业、高效节水农业和旱作节水农业。

全县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12 家、专业合作社 40
家，实现村有主导产业、户有稳定可持续的增

收产业。

在电商展示大厅隔壁的产业帮扶中心，可

容纳 160 人的服装车间里，目前有 120 多名当

地家庭妇女上岗，其中就有马霞。“村里建起了

工厂、学校，再也不用为外出打工还是留在家

乡发愁了。”马霞说。

2014 年以来，海原县累计完成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37932 人，建立劳务基地

22 个，设立公益性岗位 4092 个，建设扶贫车间

18 个，转移就业 8.26 万人，创收 10.12 亿元。

到 2019 年 底 ，海 原 县 累 计 减 贫 25476 户

99788 人。2020 年 3 月，海原县脱贫摘帽。

宁夏中卫海原县累计减贫近10万人

特 色 产 业 助 脱 贫
本报记者 刘 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藏身半岛，三面环海……福建省罗源县井水村位于

福州市鉴江镇东部的井水半岛突出部，村内石屋依山而

建，错落有致。石屋、石路、石阶、石井……与其他海边渔

村不同，井水村内还错落分布着许多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的石头，如“玉兔望月”“锦鲤问天”等，因此也被当地人称

为“石头村”。

井水村依山傍海。漫步村内，石墙夹着石径，石径缀

着石房……耳畔是海风轻拂，眼前是浪花丛簇，别有一番

渔村风情。

村前的大海，水深 20 米以上。在这天然的避风港湾

里，村民们建起了海上牧场进行鲍鱼养殖，从最初的九孔

鲍鱼，到后来扩大规模，引进黑鲍、绿鲍等新品种，村民的

收入大大提高。

2019 年，井水村被列入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今

后，井水村将以井水半岛的山海环境和渔村渔俗为基础，

建设一个集观山阅海、餐饮美食、康养度假等功能于一体

的旅游度假区，推动当地发展，带动村民致富。

图①：鲍鱼养殖。 杜绍华摄（人民视觉）

图②：村里的渔排。 林书玉摄（人民视觉）

图③：宁静海湾。 林文杰摄（人民视觉）

依山傍海小渔村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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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天 津 2020
年 12 月 14
日电 应急

管 理 部 部

长 、党 委 副

书记王玉普

同 志 ，于

2020年12月

8 日因 病 医

治无效在天

津 逝 世 ，享

年 64 岁。

王玉普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

有 关 领 导 同 志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慰 问 和

哀悼。

王 玉 普 ，1956 年 10 月 生 于 辽 宁 新

民。 1982 年 1 月参加工作，1985 年 3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82 年 1 月起先后任大

庆石油管理局采油七厂副厂长、采油四厂

副厂长，第一油气开发事业部副主任兼总工程师，

油田开发处处长等。 1999 年 9 月起先后任大庆油

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2007 年当选为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2009 年 8 月 任 黑 龙 江 省 副 省

长。 2010 年 7 月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 2014 年 6 月任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党组副书记。2015 年 4 月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

司董事长。 2017 年 9 月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局长、党组书记。2018 年 3 月任应急管理部部

长、党组副书记，2020 年 3 月任应急管理部部长、党

委副书记。

王玉普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

委员，第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王
玉
普
同
志
逝
世

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12 月 15 日 电 原 第 六

机 械 工 业 部 副 部 长 、党

组 成 员 浦 均 同 志 ，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 因 病

医 治 无 效 在 北 京 逝 世 ，

享年 100 岁。

浦均同志逝世后，中

央 有 关 领 导 同 志 以 不 同

方 式 表 示 哀 悼 并 向 其 亲

属表示慰问。

浦 均 ，曾 用 名 浦 锡

章、苏影，1920 年 11 月生

于 江 苏 常 熟 。 1938 年 6
月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同 年 8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1939 年 7 月 起 先 后 任 十

八 集 团 军 野 战 医 院 政 治

处干事，晋冀鲁豫军区后

勤 政 治 部 巡 视 员 、秘 书

等 。 1946 年 7 月 起 先 后 任 晋 冀 鲁

豫 地 区 冀 南 银 行 总 行 巡 视 员 ，天

津 人 民 银 行 人 事 室 主 任 ，天 津 中

国 银 行 副 经 理 等 。 1954 年 7 月 起

先 后 任 第 二 机 械 工 业 部 设 计 局 、

基 建 局 副 处 长 ，第 一 机 械 工 业 部

基 建 局 设 备 处 处 长 ，第 三 机 械 工

业部基建局副局长等。 1963 年 10
月起先后任第六机械工业部三局

局长，华南办事组副组长，广州军

区 国 防 工 办 副 主 任 。 1973 年 5 月

任 第 六 机 械 工 业 部 基 建 局 局 长 、

部党组成员。 1979 年任第六机械

工 业 部 副 部 长 、党 组 成 员 。 1984
年 12 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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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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