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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和景明，樱花绽放。

湖北武汉龙王庙，一组巨型浮雕静静伫

立，其中一幅，记录的是“生死牌”的壮举。

1998 年夏季，由于气候异常，我国南方长

江流域和北方松花江流域、嫩江流域出现了

罕见的持续强降雨。这一天，龙王庙闸口面

临决堤的危险。然而，在与洪水的连续搏斗

中，大家的体力精力已消耗殆尽。值此之时，

16 名共产党员挺身而出，立下“生死牌”，“誓

与大堤共存亡”。他们郑重签上自己的名字，

以“人在堤在”的信念相互鼓舞，共战洪水。

如今，这块“生死牌”已经成为国家一级

文物，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2019 年，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上，

武汉龙王庙抗洪“生死牌”格外醒目，它既是

伟大抗洪精神的见证，也激励着中华儿女奋

勇向前。

今天，当记者再次踏上当年被洪水侵袭

的土地，目之所及一片祥和。堤坝牢固高大，

百姓在堤坝上载歌载舞。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力量，默默守护着中国大江大河的安澜？

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在抗洪抢险中得到充分发挥。2020 年

汛期，全国多地出现严重洪涝灾害，防汛形势

十分严峻。重庆、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江

苏、浙江、贵州等省份闻“汛”而动，闻令而行，

迅速投入战斗。面对滚滚洪流，广大党员干

部冲在一线，与洪峰较量、与风雨搏击，成为

人民群众最坚实的依靠。

这离不开军民团结一心的拼搏。湖北嘉

鱼簰洲湾 98 抗洪纪念馆里，一组组军民合力

抗洪救灾的照片触动着参观者的心灵。哪里

有危难险情，哪里就有解放军的身影；哪里有

解放军的汗水，哪里就有人民群众的掌声与祝

福。战胜洪水，保住家园，军民难舍难分，为鱼

水情深、共同战斗、并肩努力而欢呼、而感动。

这离不开伟大抗洪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发扬。江西九江濂溪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陈

建从自己的父亲——1998 年“抗洪抢险英雄

模 范 ”陈 申 桃 —— 手 中 接 过 了 抗 洪 的 接 力

棒。2020 年夏天，父子齐上阵，一同守卫着长

江大堤。抗洪精神的传承，还体现在我们拥

有越来越成熟的科学预防和科学抗洪机制。

我 们 与 洪 水 的 斗 争 ，已 经 更 多 地 从“ 抗 ”到

“防”，一体推进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处

置。一幅人水和谐的生态图景正徐徐展开。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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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

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

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伟大抗

洪精神鼓舞了无数国人，汇聚起“万众一心、

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

于胜利”的强大力量。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九八抗洪—

伟大精神汇聚强大力量
本报记者 李 舫 田晓明 刘发为 何欣禹

新华社济南 2020 年 12
月 23 日电 原 成 都 军 区 副

政治委员王金泉同志，因病

医治无效，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在济南逝世，享年 98 岁。

王金泉是河北安国人，

1939 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

期，他历任学员、干事、分队

政治指导员、工作团团员、营

特派员、团总支书记等职，先

后参加了晋县桃园、深（县）

北、十里铺、夜袭安平县城、

韩村铺、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团总

支书记、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团副政治委员、团政

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了绥远、正太、青沧、保定北、清风店、

石家庄、包头、张家口、平津、太原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

后，他历任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第一副师长兼参

谋长、军事学院学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师长、军副政治委

员、军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成都军

区副司令员等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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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泉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 1955 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62 年晋升大校军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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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功勋荣誉章。

王金泉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 1月 11日

电 原中央对外宣传小组

副组长、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原副主任，中国前驻法

国、土耳其大使周觉同志，

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因病

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 93 岁。

周觉同志病重期间和

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

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

哀悼。

周 觉 ，1927 年 4 月 生

于湖南衡阳，1948 年 5 月加入“民主青年联盟”并参加革命

工作。1949 年 1 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

作团工作，同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 年 7 月任中共

广州市委书记秘书。1954 年 7 月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

1956 年 9 月起先后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三等秘书、副领

事。1964 年 4 月起先后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司长等。

1981 年 7 月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1984 年 8 月任外交部

部长助理、党委委员。1986 年 6 月任中国驻法国大使。

1990 年 12 月起先后任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副组长、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 4月离休。

周觉是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

委员。

周觉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 2020 年

12 月 18 日电 中国文联

原 副 主 席 、党 组 副 书 记 、

书记处书记高运甲同志，

于 2020 年 12 月 7 日 因 病

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 84 岁。

高运甲同志逝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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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运甲，1936 年 11 月

生 于 江 西 九 江 。 1953 年

参加工作，1956 年 6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1978 年 3
月 起 先 后 任 共 青 团 中 央

办公厅研究处处长、办公

厅 副 主 任 ，研 究 室 主 任 ，

中 国 科 协 研 究 室 主 任

等。1986 年 6 月起先后任

文化部部长助理，中国文联副秘书

长等。1995 年 9 月任中国文联党组

副书记、秘书长。1996 年 12 月任中

国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

书 记 。 2001 年 3 月 任 中 国 文 联 副

主席。

高运甲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

大代表，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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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1 月 7 日电

原南京军区司令部顾问黎光

同志（副兵团职待遇），因病医

治无效，于 2020 年 12 月 27 日

在南京逝世，享年 106 岁。

黎光原名黎光裕，四川省

南部县人，1933 年参加中国工

农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193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

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其

间，他先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六

路围攻”、嘉陵江、三城堡等战役

战斗，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

争时期，他历任排长、营长、大队

长、团长、区队长、副旅长等职，

参加了开辟察南根据地和多次

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

争时期，他历任团长、副旅长、旅

长、师长等职，参加了张家口、清

风店、平津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

他历任师长、军炮兵副军长、连云港守备

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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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光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荣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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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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19日电 原

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韩怀志同

志，于 2021 年 1 月 9 日因病医治

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 99岁。

韩怀志同志逝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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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怀志，1922 年 8 月生于河

北深州，1938 年 9 月参加革命工

作，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河北抗战学院学员，八路军

一二〇师政治部宣传员、司令部

见习参谋、政治部宣传部编辑、

政治部主任室秘书，抗大七分校

政治队学员，抗大总校政治部书

记秘书、第四和第五大队学员，

延安炮兵学校二队学员，晋察冀

军区炮兵团九连政治指导员、参

谋、榴炮连连长，华北军区炮兵

旅司令部作战参谋，华北军区炮

兵旅特种兵司令部作战科副科长，华北军

区坦克七团参谋长，华北军区坦克一师二

团第一副团长，东北军区坦克独立一团团

长，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参谋，坦克一师参

谋长，第五机械工业部 674 厂厂长，五四三

工程筹备组组长，617 厂革委会第一副主

任兼生产指挥部部长、党委书记兼革委会

主任等职。1979 年 1 月，任第五机械工业

部副部长。1982 年 12 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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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1.7 万剂次！截至 3 月

27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超过 1 亿剂次。当前，

我国有 4 个疫苗附条件上市、1
个疫苗经评估论证同意紧急使

用，疫苗产能产量大幅提升，各

地安全、有序加快推进疫苗接

种。艰苦卓绝努力书写出的壮

丽“抗疫答卷”，见证把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的理念与决心。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

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现代

化 最 重 要 的 指 标 还 是 人 民 健

康 ，这 是 人 民 幸 福 生 活 的 基

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

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实现

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

向来是治国理政的大课题。把

人民健康作为现代化建设最重

要的指标，深刻表明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坚持把保

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真正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健康是 1，其他都是后面

的 0。 1 没 有 了 ，什 么 都 没 有

了。”从“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

工作 50 年”的奋斗追求到从吃

得饱、吃得好向吃得营养、吃得健康的历史转变，健

康 构 成 了 个 体 的 奋 斗 基 础 ，塑 造 了 家 庭 的 幸 福 之

源。失去了健康，奋斗和幸福都无从谈起。对国家

而言，人民健康是永恒的追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

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前提。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斗争的伟大实践，正是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的生

动写照。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十三五”期

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7.3 岁，主要健康指

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超过 80%的居民 15
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的医疗点，健康服务的可及性

和公平性提升；7700 余家二级以上医院建立起了预

约诊疗制度；中医药服务实现城乡全覆盖……一系

列历史性成就，透射出解决群众就医“急难愁盼”问

题、建设健康中国的不懈努力。当前我国进入新发

展阶段，加快提高卫生健康供给质量和服务水平，不

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要求，也将极大

助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全民健康

需要家庭、社会、国家齐心协力来守护。“十四五”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要求“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三明医改以药品

耗材治理改革为突破口，坚持医药、医保、医疗改革

联动；上海市发布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方案；深圳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审 议 通 过《深 圳 经 济 特 区 健 康 条

例》……从中央顶层设计到各地创新实践，不断筑牢

人民健康的制度保障、治理保障、发展保障，让老百

姓收获了实打实的获得感。

展望未来，健康中国的蓝图，汇聚着亿万人民的

期待。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并融入相关具体政策，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扩大

优质健康服务供给，我们必能守护好健康这一幸福

之源，让健康中国惠及亿万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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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机制，精准施策。

如今在内蒙古，来自财政厅、人社厅等 21
个部门的 46 类 352 项数据，汇聚在社会救助家

庭经济状况数据共享平台上。通过数据共享，

已累计核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605.54 万人次，

反馈核查数据 243.55 万条，精准识别出因病、

因灾等造成较大支出的对象，及时提供救助。

“建立健全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

制、困难群众监测预警机制，既可以做到早发

现、早帮扶，也有助于有效防止返贫。”中国社

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

“民政部持续将政策、项目、资金向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众倾斜，筑牢兜底保障的坚固防

线。”唐承沛介绍，中央财政安排的困难群众救

助补助资金，连续多年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

从 2017 年底开始，全国所有的县（市、区）农村

低保标准全部超过了国家扶贫标准，纳入兜底

保障范围的贫困人口，稳定实现了“不愁吃、不

愁穿”。

分类施策，让各类特殊
困难群体生活有保障

“感谢扶贫好政策，让我可以继续读书。”去

年 5 月，山东省梁山县付庙村的孤儿小辉将一

面“疾病无情 民政有爱”的锦旗送到县民政局。

小辉患有心脏主动脉瓣狭窄，去年 4 月病

情加重，急需手术治疗。“父母去世，出嫁的姐姐

家庭困难，手术费用从哪来？”县民政局及时施

以援手，需要个人承担的 4 万元手术费用全部

由“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划”救助。身体恢复健

康后的小辉，考上了临沂职业学院继续学习。

像小辉一样的特殊困难群体，是民政部门

有效履行兜底责任的重点关注对象。目前，我

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社会救助制度，通过分类

施策、精准帮扶，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得到

有效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制度分别惠及困难残疾人 1213 万

人、重度残疾人 1474 万人。

强化临时救助，确保急有所纾。

2019 年，贵州省纳雍县百兴镇老街村村民

邓书兰接到孙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又喜又

愁。“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可他爸妈已经去世，

这学费从哪来？”忧愁之际，传来好消息——民政

部“福彩圆梦·孤儿助学工程”每年可资助 1万元

助学金。孩子上大学的问题解决了，邓书兰别提

有多高兴了。

“对于贫困群众遭遇的突发性、紧迫性、临

时性生活困难，强化临时救助急难救助功能，

开展先行救助，可高效快捷解决‘燃眉之急’。”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司长刘喜堂介绍，近年来，

临时救助制度成效进一步凸显，2020 年全国共

实施临时救助 13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1%。

动员社会力量，确保困有所扶。

听说区里招募志愿者，江西省萍乡市湘东

区下埠镇大陂村的柳定芳第一时间报了名。

“我家 2017 年脱了贫。生活好了，我也想为有

需要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经过考察和综

合评价，柳定芳如愿成为一名志愿者，负责探

视巡访本村 6 名困难老人。

民政部门引导社会组织、慈善力量、专业社

工、志愿者参与脱贫攻坚，使兜底保障既有力

度，更有温度。脱贫攻坚以来，全国社会组织共

实施扶贫项目超过 9 万个，投入各类资金 1245
亿元，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写好易地搬迁“下半
篇”文章，确保搬迁群众
稳得住、能致富

“十三五”期间，全国 960 多万建档立卡贫

困群众乔迁新居。易地搬迁之后，如何实现稳

得住、逐步能致富？

民政部出台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社区

治理专项政策，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合力写好

易地搬迁“下半篇”文章。

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让搬迁群众住得下。

“当初，听说要搬下山，心里没底。现在娃

儿有地方读书，我也可以放心外出务工了。”说

起搬迁后的新生活，四川省昭觉县沐恩邸社区

居民莫色尔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为打消搬迁群众的顾虑，昭觉县组织未入

住群众到新建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参观，实地

感受专职社工提供的“四点半”课堂和“日间照

料中心”。眼见为实，没了后顾之忧，莫色尔布

一家欣然搬进了新社区。

营造社区家庭氛围，让搬迁群众住得好。

“不仅免费理了发，还学习了插花，社区这

些服务真是太贴心了。”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

响塘龙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参加完“爱心集

市”便民利民体验日活动的安莲英开心地说。

和安莲英一样，响塘龙社区里住着不少

易 地 搬 迁 过 来 的 脱 贫 户 。 如 今 在 这 个 安 置

点，孩子有人陪着阅读绘本，老人有人领着做

健康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社区越来越热闹 ,
也让搬迁群众越来越喜爱这个新家。

建好安置社区服务体系，让搬迁群众能

致富。

广西隆安县城厢镇震东社区，43 栋楼共安

置了约 2.4 万名搬迁群众。为了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米”，社区打造“楼栋管家”团队，推动

社区服务下沉到户。

如今，居民家里有啥事情，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楼栋管家”。搬迁户梁冠锋说，“就连找

工作，社区干部都帮咱操心。”据介绍，为解决

社区居民就业，“管家”采取“企业派单、居民点

单、社区送单”服务模式，去年以来，累计送工

325 批 23500 人，帮助居民增收 300 多万元。

本报拉萨 4月 1日电 （记者申琳、袁泉、

徐驭尧）4 月 1 日起至 30 日，连接西藏拉萨至

林芝的拉林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验收由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和西藏铁路建设

有限公司共同完成。

拉林铁路是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全长

435.5 公里，设计时速 160 公里，90%以上路段

位于海拔 3000 米以上的地区，16 次跨越雅鲁

藏布江，桥隧比高达 74.66%。目前，拉林铁

路线上的桥梁、隧道、路基铺架主体工作已全

部完成，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拉林铁路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高原铁

路的路网布局，大大改善沿线交通基础设施

条件，对于促进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图为 3 月 28 日，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技术

工人在拉林铁路进行接触网精调作业。

焦宏涛摄（新华社发）

拉萨至林芝铁路
开 始 静 态 验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