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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中 共

河南省委原书记、

原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副秘书长、中央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原副组长马忠臣同

志，因病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在北京逝

世，享年 85 岁。

马忠臣同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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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忠臣，1936 年 9 月生于山东泰安，1951 年 8
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2 年 7 月参

加工作。1956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6 年 8
月任中共泰安县委副书记。“文化大革命”初期受

到冲击。 1970 年 5 月起先后任山东省泰安县革

委会常委、县委副书记、山东省章丘县委书记、泰

安地委副书记兼泰安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等。 1983
年 10 月起先后任泰安市委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副书记等。1986 年 5 月任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1988 年 12 月任山东省

委副书记。 1990 年 11 月任农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

1992 年 11 月起先后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省长

等。 1998 年 7 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2000 年 9 月任中

央 财 经 领 导 小 组 副 秘 书 长 、中 央 农 村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副

组长。

马忠臣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

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届全国

委员会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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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8日电 原总

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韩延

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1 月 18 日

在北京逝世，享年 72 岁。

韩延林是辽西省双辽县（今吉

林省双辽市）人，1968 年参加工作，

1969 年入伍，1971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入伍后，他历任文书、直属办公室代理书

记、干事、参谋等职。1982 年国防科工委成

立后，他历任参谋、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局

长等职。1999 年 1 月起，他历任总装备部陆

军装备科研订购部副部长、部长，科学技术委

员会副主任、副主任兼秘书长，总装备部副部

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作出了贡献。

韩延林是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

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他 2001 年晋升为少将

军衔，2007 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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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5 日电 中

华全国总工会原

党 组 书 记 、副 主

席 、书 记 处 第 一

书 记 张 丁 华 ，因

病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 在 北 京 逝

世，享年 87 岁。

张丁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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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丁华，1933 年 6 月生于河南陕县。1953
年 1 月 参 加 工 作 ，1956 年 3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956 年 6 月起先后任青海石油勘探局专家

工作室副主任、冷湖采油大队大队长、地质科学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等。1964 年 4 月任胜利油田

勘探报社副社长。“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

击。1970 年 1 月起先后任胜利油田采油指挥部宣传组组

长、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党委副书记、大港油田指挥部

副总指挥、大港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等。1985 年 10 月起

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纪委书记。

1988 年 4 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自治区委党

校校长。1991 年 12 月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党组副书记。 1993 年 10 月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

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张丁华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第十四

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三大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委员，是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九届、十届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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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2月
9 日电 原中国东方

航 空 集 团 公 司 总 经

理、党组副书记叶毅

干同志，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 因 病 医 治 无

效在上海逝世，享年

78 岁。

叶 毅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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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毅干，1943 年

5 月生于上海。1965
年 3 月 参 加 工 作 ，

1979 年 12 月 加 入 中

国共产党。1985 年 9
月 任 民 航 上 海 飞 机

维修厂厂长，1987 年

12 月任民航华东管理局副局

长。1992 年 4 月任中国航空器

材 公 司 总 经 理 、党 委 副 书 记 。

1996 年 4 月任民航华东管理局

局长、党委书记。 2001 年 4 月

调任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裁、

党委书记，兼任中国东方航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 2002
年 9 月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

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兼任中

国 东 方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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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23 日 电

原中央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组

长云世英同志，于 2021 年 2 月 5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

年 96 岁。

云世英同志逝世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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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世 英 ，曾 用 名 刘 今 ，蒙 古

族，1924 年 8 月出生，内蒙古托克

托 人 。 1939 年 7 月 参 加 革 命 工

作 。 1945 年 2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先后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公安处处长、社会部部长。新中

国成立后，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

公安部政保处处长、东部区公安

厅 副 厅 长 、包 头 市 公 安 局 副 局

长。 1955 年在中央人民公安学

院学习，后任包头市副市长兼公

安局局长、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

副厅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小组副组长、自治

区政协常委。 1973 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公

安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1977 年后任内

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

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兼公安厅厅长。 1983 年任中央纪委驻

公安部纪检组长，公安部党委委员。1999
年 12 月离休。

云 世 英 是 中 共 十 二 大 代 表 ，在 中 共

十 二 大 、十 三 大 当 选 为 中 央 纪 律 检 查 委

员 会 委 员 ，是 政 协 第 八 届 全 国 委 员 会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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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在淀泊相

连 、苇 壕 纵 横 的 白 洋 淀 上 ，有

一 支 令 敌 人 闻 风 丧 胆 却 得 到

百 姓 热 情 支 持 的 白 洋 淀 雁 翎

队 。“ 雁 翎 队 ，是 神 兵 ，来 无

影 ，去 无 踪 。 汉 奸 心 里 直 打

颤 ，鬼 子 跺 脚 喊 头 疼 ……”队

员 们 时 而 化 装 成 渔 民 巧 端 敌

人 岗 楼 ，时 而 出 没 交 通 线 截

获 军 火 物 资 ，为 抗 战 胜 利 立

下卓著功勋。

几十年过去了，这片英雄

的土地上，一段新的传奇正在

书写。 16 万多名建设者夜以

继日紧张有序施工，用勤劳双

手 雕 琢 雄 安 新 区 的 山 河 图

画。数字城市与实体城市“孪

生共长”，启动区和起步区 120
多 个 重 大 项 目 加 快 推 进 ，“ 筑

巢 引 凤 ”的 体 制 机 制 不 断 编

织，白洋淀重回“碧波万顷，苇

海荷塘”……乘着新时代的浩

荡 春 风 ，承 载 千 年 大 计 的“ 未

来之城”逐渐浮现惊世容颜。

从革命热土到发展热土，

时代主题在变化，奋斗主角在

承续，不变的是创造历史的人

民 伟 力 和 矢 志 复 兴 的 如 磐 初

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挽救民族危亡的

艰巨任务迎来了鼎力担纲者，实现国强民富的远大

征程有了坚强领路人。抗战时期打“持久战”，建设

岁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改革年代讲究“时间就是

效率”，新时代“走在时间前面”，每个时期都有自己

的奋斗旋律，百年峥嵘党史写就一部雄浑激昂的奋

进歌。

奋斗的底子在精神。人们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

之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安平县诞生了全国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抗战时期，仅有 9 万人口的阜平县却有两

万多人参加抗战。英雄辈出、英气若虹，凝聚着抵御外

侮的民族气节、为国为民的浩然正气、舍生取义的崇高

人格。奋斗，无疑是人生在世的最曼妙的姿态、历史留

存的最动人的色彩。

奋斗的方位靠谋划。“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

于天地间“挥毫泼墨”，设立已满 4 周年的雄安新区串

起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棋局，折射出改革开放宏图迭

出的新气象，寓意着新时代实干家、奋进者的别样“浪

漫”。人们之所以坚信雄安不可限量，就是因为看重雄

安新区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雄心，

实现“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的协同发展的信心，一张

蓝图干到底的决心。白纸画美景，平地起新城，靠的正

是胸中谋略、眼底境界的导航。

奋斗的精髓是理念。一位作家曾造访雄安新区，

感受最深的是雄安新区对植树造林的重视。蓝绿交

织、力防污染，生态优先得到最严贯彻；避免城市规

模过度扩张，防止形成新的“摊大饼”；结合历史文脉

搞好城市设计，不搞高楼大厦、水泥森林、玻璃幕墙

……雄安新区从设立之初，就确定了打造贯彻落实新

发 展 理 念 的 创 新 发 展 示 范 区 的 战 略 目 标 。 理 念 科

学，发展必蹄疾步稳。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汲取党史

养分，谱写新征程的奋斗旋律，中国将闯出更为广阔的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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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5 日电 新华社 5 日播

发评论员文章《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

未来——一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全

文如下：

认真研读党史著作、用好红色资源开

展党史教育、打造精品党课、创新学习方式

……当前，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党中央部

署，多措并举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

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学习教育热潮正在逐

步兴起。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的总体要求，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扎

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最根本的是深刻领

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部署要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学习

教育各项任务。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

的篇章。党的辉煌成就、艰辛历程、历史经

验、优良传统，深刻启示着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习历史是为了更

好走向未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把苦难辉煌的过去、

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

来，在鉴往知来中砥砺前行，在乱云飞渡中

把准航向，在凝心聚力中团结奋斗，共同创

造新的历史伟业。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重要举措。学党史，要在锤炼政治意

识、磨炼政治能力的政治洗礼中，不断提

高 政 治 判 断 力 、政 治 领 悟 力 、政 治 执 行

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讲政

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

也是我们党能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

业的关键所在。”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船重

千钧，掌舵一人。纵观党的奋斗历程，在我

们这样的大党、大国，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

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

集体中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才能

把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凝聚起

广大人民的磅礴之力。党员、干部学习党

史，必须善于用政治眼光看问题，从党史中

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坚定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学思践悟中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更加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新征程上，全党上下拧成一股绳，

9100 多 万 名 党 员 心 往 一 处 想 、劲 往 一 处

使，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艰难险阻，就没有成

就不了的宏图大业。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学党史，要在立

根铸魂、固本培元的思想淬炼中，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更好地坚守初心、担

当使命。革命理想高于天，党的历史就是

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从“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执着，到“愿拼热血

卫吾华”的英勇奋斗；从“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悔，到“哪里艰苦，我

就应该到哪里去”的默默奉献……越是深

入学习党史，就越能深刻感受到共产党人

坚如磐石的信仰力量。理想之光不灭，信

念之光不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一场

坚 定 理 想 信 念 、坚 守 初 心 使 命 的 精 神 磨

砺。行源于心，力源于志。从党的百年非

凡历程中汲取营养和动力，补足精神之钙、

把牢思想之舵、高扬信仰之旗，方能始终保

持“赶考”的清醒、奋发的状态，时时叩问初

心、处处践行使命，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

新答卷。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学党史，要在总

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的深入思考中，

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毛泽东同志

曾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

的”。我们党一步步走来，一条重要经验就

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

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

确 方 向 和 正 确 道 路 。“ 虽 有 智 慧 ，不 如 乘

势。”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学党史，贵在深

刻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

个历史时期积累的宝贵经验，树立大历史

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

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增强工作的系

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循道而行，方能致

远。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端起历史规

律的望远镜，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我们就能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历史主动。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

学党史，要在继承光荣传统、发扬革命精神

的党性锻炼中，鼓足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一百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

富，也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这些宝

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凝聚着中

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

的伟大品格，蕴含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的精神密码，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人民

的血脉之中。光荣传统不能丢，红色基因

不能变。学党史，既要不忘来时的路，更要

走好前行的路。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永葆对党的

忠诚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书写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事业的新篇章

——这是历史的呼唤，更是人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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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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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1月 10日，

卡塔尔多哈喜来登酒店

萨 尔 瓦 会 议 大 厅 金 碧

辉煌，座无虚席。世界

贸 易 组 织 第 四 届 部 长

级 会 议 审 议 并 通 过 关

于 中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的 决 定 。 这 意 味

着历经 15 年的谈判，中

国 终 于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织！

从 1986 年开始，中

国 为 复 关 和 加 入 世 贸

组织做出的不懈努力，

充 分 表 明 了 中 国 深 化

改革、扩大开放的决心

和信心。

中 国 加 入 世 贸 组

织，是中国对外开放和

世 界 经 济 全 球 化 进 程

中 具 有 里 程 碑 意 义 的

大 事 。 成 为 世 贸 组 织

新成员，对我国改革开

放 和 经 济 发 展 产 生 重

要而深远的影响，开启

了 我 国 对 外 开 放 事 业

一个新的阶段。

光 阴 流 转 。 2021
年，中国迎来加入世贸

组织 20 周年。20 年来，

中国认真履行承诺，不

断扩大开放市场，坚定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

动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体 系

改革完善，在自身发展

的 同 时 为 世 界 提 供 更

多机遇。入世 20 年，中

国 发 展 成 为 全 球 第 二

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

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

收国。20 年来，中国对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的 年 均

贡 献 率 接 近 30%，关 税

总水平由 15.3%大幅降

至 7.5%，远低于入世承

诺的 10%。中国入世，实现了与世界的共赢。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贸

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基础，是任何区域贸易安排都无法

替代的。一个开放、公正、透明的多边贸易体制，符合

世界各国共同利益。”2013 年 9 月 5 日，习近平主席会

见时任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时强调。

“中国一贯主张，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

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共同捍卫多边

贸易体制。”2018 年 11 月 5 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主旨演讲彰显

了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心和决心、责任和

担当。

“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不搞歧视性、排他性标准、规则、体系，不搞割裂

贸易、投资、技术的高墙壁垒。”2021 年 1 月 25 日，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

的特别致辞，宣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

则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

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

多，但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和历史潮流。面向未

来，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始终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

主义，始终做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以开放、

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携手创造人类

更加美好的明天。

（相关报道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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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4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西江四桥施工现场，工人们忙着进行桥面钢筋焊接、安装护栏等工作，大家争分夺秒，全力保证工

程建设进度。 何华文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