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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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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国社

会科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 话 精 神 ，积 极 发 挥 学 科 和 人 才 优

势，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以科研为中心

的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一体推进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最终都要落到学史力行上。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党 组 书 记 、院 长 谢 伏 瞻 表

示，具体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是要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通过

学习党史认清历史使命、明晰历史责

任，促进担当作为、破解工作难题，要

在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实现更大作

为，在破解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实现更大作为，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 三 大 体 系 ”方 面 实 现 更 大 作 为 ，以

“国家队”的担当和水平更好地服务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贡献智

慧和力量。

营造学习氛围
做到先学深学

作为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上始终坚持更高标准、

更好质量、更快行动。

2 月 22 日，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召开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

社会科学院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审议党史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及办

公室。

2 月 2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

全院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对党史

学习教育进行全面部署，并组织党史党建研究专家和精干力量，陆

续成立院宣讲团、督导组，为全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奠定良好工作

基础。

院党组坚持以上率下、带头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先学一步、学

深一层，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3
月 12 日，院党组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重要论述开题，一体推进学党史、悟思想。

党组成员带头发表理论文章、作辅导报告，深入分管单位开展工作

调研，对全院干部职工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状况进行摸底，部署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月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陆续举办党史学习教育所局级领

导干部读书班、处室干部和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党校学员进修班，

分层分类教育培训达 1000 余人次。

院属单位通过“三会一课”、青年小组理论学习、网络专题课等

形式，组织党员干部潜心学习党史学习教育指定用书。中国社会

科学院大学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过程，积极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考古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在考古工地成立党小组等方式积极开展学习活动。离退休干部工

作局组织开展“我看建党百年新成就”座谈会，引导离退休老党员

积极参与到党史学习教育中来。

筑牢理论阵地 深化研究阐释

院党组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进以科研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紧密结合，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既紧扣中央要求，又

体现科研特色。

院属单位围绕党史学习教育，组织举办专题宣讲会、学术报告

会、研讨会、读书会，并结合学科特色设置研究选题。历史学部、马

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围绕党的光辉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硕

成果进行积极宣讲、开展深入研究，以学术的语言讲好党史故事。

中国历史研究院发表《用正确党史观看百年历史》《以大历史观把

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等理论文章，引导广大党员树立正确党史

观。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专家学者参与央广网的“每日一席话”栏

目，就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作深入浅出的解读，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影响。

当代中国研究所积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编写和修改

工作。经济研究所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系列讲

座”，激发专家学者为人民做学问、以学术报国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文学研究所在期刊开设“建党一百周年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红色文学经典”专栏，用学术的力量唤醒“红色记忆”。4 月 23 日，

院图书馆新建成党史学习教育文献阅览室，收集了党的重要历史

文献和其他参考文献 330 多种 600 余册。

学好身边典型 凝聚奋进力量

2 月 25 日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总 结 表 彰 大 会 上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向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外事局研究员夏森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

誉称号。

有着 83 年党龄的夏森同志，耄耋之年不忘初心、捐资助学，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事迹感人至深，

精神催人奋进。院党组将夏森同志先进事迹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生动教材，开展向夏森同志学习系列活动。

3 月 16 日，院党组作出向夏森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院干部

职工深入学习夏森同志先进事迹。3 月 26 日，召开社科青年学习夏

森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院属单位纷纷通过报告会、座谈会、主题

党日活动等形式深入学习夏森同志感人事迹，继续传递榜样力量。

广大干部学者表示，要学好党的历史，向楷模看齐，将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续发扬光大，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进有为，以

党史学习教育的实际成效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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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0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刘建波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命马有祥为农业农村

部副部长。

免去于康震的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本报北京 5月 20日电 （记者万

秀斌、郑海鸥）中央宣传部 20 日上午

在 京 举 行 新 闻 发 布 会 ，贵 州 省 委 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谌贻琴，贵州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贵州省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卢雍政围绕“弘扬

遵义会议精神，走好贵州新时代的长

征路”主题介绍有关情况。

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红色血脉一直在贵

州大地赓续传承，长征精神、遵义会

议精神始终激励着贵州各族儿女坚

守初心使命，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勇前

行，实现了贵州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小

康 、从 发 展 滞 后 到 赶 超 跨 越 的 历 史

巨变。

谌贻琴说，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要求，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全省 66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 万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192 万群众搬出大山，减贫

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

最。今天的贵州，彻底撕掉了千百年

来的绝对贫困标签，正迈向共同富裕

的康庄大道。

“ 贵 州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速 连

续 10 年位居全国前列，2020 年经济

总 量 达 到 1.78 万 亿 元 。 今 天 的 贵

州，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广阔。”谌贻

琴说。

据介绍，今天的贵州，天堑变通

途。贵州率先在西部实现县县通高

速，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7607 公

里；贵阳成为全国高铁枢纽之一，形成

了贯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

澳、川渝滇等地区的高铁通道；9 个市

州均有机场。贵州积极抢占大数据

发展制高点，着力建设首个国家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步伐加快，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6 年全国

第一。“中国天眼”这一国之重器在贵

州建成投用，探测星空。贵州牢牢守

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坚持多彩贵

州拒绝污染，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今天的贵州，优良生态环境是最大的

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谌贻琴表示，贵州将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

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

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努力开创百

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续

写贵州新时代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

的精彩篇章。

中宣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贵州传承红色血脉、奋力后发赶超

弘扬遵义会议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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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重庆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留得住、能致富，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着力培植

脆桃、猕猴桃特色产业，发展旅游业，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业等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图为 5 月 18 日拍摄的重庆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黑山镇八角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新村。

曹永龙摄（人民视觉）

彭雪枫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彭雪枫，1907 年生于河南省镇平县。

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接

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致力革

命二十年”的光辉斗争历程。

1932 年 9 月，红三军团师长郭炳生企

图挟所属第五团叛变投敌。时任师政委

的彭雪枫仅带随行武装追了 5 天，将全体

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会合，因此荣获“红

星奖章”。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

行战略转移的危难形势下，他调任中革军

委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协助朱德、周恩来

等进行军事指挥。

彭雪枫英勇善战，一次次深入敌后险

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堪称虎胆

英雄。

1936 年 9 月，毛泽东亲点彭雪枫担任

“特 使 ”，辗 转 半 个 中 国 ，力 促 国 共 合 作 ，

“逼蒋抗日”。 1936 年 11 月，他第二次接

受毛泽东的重托，与阎锡山进行谈判，表

达了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冷静地

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战主

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中立转

到“共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事变的

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力的联

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彭雪枫被

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兼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这个办事处为八

路军后来开赴抗日最前线铺平了道路。

1938 年 1 月 下 旬 ，彭 雪 枫 再 次 肩 负

毛泽东赋予的“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新

使 命 ，走 上 了 运 筹 中 原 抗 战 的 第 一 线 。

1939 年 2 月，在开辟豫皖苏边敌后抗日根

据地的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领部队挺进

敌后，取得了一次次胜利。1944 年 9 月 11
日，彭雪枫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役时，

被流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 37 岁。

彭雪枫：南征北战以身殉国
本报记者 龚金星 毕京津

罗炳辉 2009 年当选“100 位为新中国

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罗炳辉，1897 年出生在云南彝良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 1915 年入滇军当兵，

作战勇敢，从士兵升至营长，参加了讨袁

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1929 年 7 月，秘密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他率部起

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

纵队长、军长等职。

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

他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所部

参加了龙冈、广昌、莲塘、南雄水口等战

役 战 斗 ，连 战 连 胜 。 在 完 成 艰 险 任 务

中 ，他 屡 立 战 功 ，曾 获 中 央 革 命 军 事 委

员 会 颁 发 的 二 等 红 星 奖 章 。 第 五 次 反

“围剿”开始不久，他担任红九军团军团

长 ，率 部 参 加 广 昌 保 卫 战 ，并 护 送 北 上

抗 日 先 遣 队 出 征 过 闽 江 。 1934 年 10 月

率 部 参 加 长 征 ，途 中 屡 担 重 任 ，掩 护 中

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北上，表现出高超的

指 挥 艺 术 。 中 央 军 委 赞 誉 红 九 军 团 为

“战略轻骑”。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罗炳辉曾以八

路军副参谋长名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 从 事 统 一 战 线 工 作 。 1939 年 任 新 四

军 第 一 支 队 副 司 令 员 、第 五 支 队 司 令

员，率部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后 任 江 北 指 挥 部 副 指 挥 兼 第 五 支 队 司

令员、第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等

职，为巩固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作出

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炳辉任新四军第二

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虽身患重

病，他仍亲临前线部署作战。1946 年 6 月

21 日 在 兰 陵 突 然 病 情 恶 化 ，不 治 逝 世 。

罗炳辉用毕生的精力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地牺牲个人的

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地为民族独立、自

由、解放而斗争，尤其要为劳动大众的解

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

福而斗争。”

罗炳辉：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
本报记者 叶传增

近 来 学 党 史 ，

读到一则“半条皮

带”的故事，深受感

动 。 红 军 长 征 时

期，常常要面对极

其艰苦的自然环境

所带来的温饱问题。在找不到任何食

物的情况下，任弼时和警卫员李少清

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后用

以充饥。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

他们却风趣地称之为吃“煮牛肉”。长

征胜利后，吃剩下的半条皮带被保存

下来，成为红军将士不畏艰险、笑对困

难的历史见证。

回望百年党史，不怕苦、能吃苦、能

战胜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这样描

述红军艰难困苦的生活：“现在全军五千

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

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

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同甘

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支撑红军

不仅战胜了艰苦自然环境，也一步一步

从艰难形势中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

面。今天，尽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

大进步，各方面条件都改善了，但艰苦

奋斗的精神、吃苦耐劳的品质、苦干实

干的作风，依然需要继续保持和发扬。

苦是对环境、形势、局面的一种描

述，也是对人意志品质的一种检验。

在吃苦中可以涵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

生观，在吃苦中可以磨炼坚强的决心、

信心和恒心，在吃苦中可以锤砺能力、

增强毅力。彭德怀同志曾说：“我彭德怀

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

是带头吃苦。”焦裕禄同志在河南兰考工作期间，风沙最大

的时候就是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暴雨最大的时

候就是冒雨涉水、防止灾害的时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甘于奉献，成就了共产党人的光辉风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苦是伟大事业的砥砺石。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

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

苦奋斗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可谓一穷二白、条件艰苦，

广大党员不怕苦、甘吃苦、能吃苦，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

基础上，快速兴建起工业体系，还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等

国之重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经济发展连

续多年稳中有进到民生事业再上新台阶，从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到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无一不是党和人

民披肝沥胆艰苦奋斗的结果。

如何在新时代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大力发扬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精神，以不怕苦、

能吃苦的牛劲牛力，不用扬鞭自奋蹄，继续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辛勤耕耘、勇往直前”。前进道路上，来自各方面的困

难、风险、挑战还会不断出现，关键看我们有没有克服艰苦、

战胜艰苦、驾驭艰苦的决心和本领。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

磨。实践启示我们，越是面对艰难困苦，越不能退缩让步，

越需要激发非凡定力和必胜勇气。不畏艰苦、不避艰苦，适

应艰苦、战胜艰苦，通过吃苦锤炼党性、砥砺初心、提高能

力、建立功业，才能不辜负新时代，创造新辉煌。

“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党员干部不仅要

想在前、走在前、干在前，更要艰苦奋斗在前、奉献担当在

前。砥砺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用汗水浇灌收获，以

实干笃定前行，新的更大的奇迹靠奋斗者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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