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杭州 7 月 1 日电 （记 者张

璁）在浙江杭州 1 日举行的追授蒋春

尧同志荣誉称号命名表彰大会上，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检察

院追授蒋春尧同志“全国模范检察官”

称号，中共浙江省委追授蒋春尧“浙江

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蒋春尧同志生前任浙江省杭州市

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检委会

委员、三级高级检察官。2021 年 10 月

19 日晚，因连续加班过度疲劳，蒋春

尧同志突发急性昏迷，经抢救无效因

公牺牲，时年 56 岁。

蒋 春 尧 同 志 从 检 30 年 来 ，始 终

扎 根 检 察 办 案 一 线 ，参 与 指 导 和 办

理 各 类 案 件 2900 余 件 ，无 一 错 案 。

特别是担任杭州市网贷风险处置专

班打击工作组副组长 3 年多时间里，

他 成 功 督 导 办 理 了 130 余 件 重 大 网

贷平台类非法集资案件。他参与推

动 实 施 的“ 侵 害 未 成 年 人 案 件 强 制

报告制度”被最高检推广，新修订的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

予以吸收。此外，

他 还 先 后 培 养 出

8 名 全 国 、浙 江 省

检察业务标兵和能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高人

民检察院号召全体检察人员，要以蒋

春 尧 同 志 为 榜 样 ，以 高 度 的 政 治 自

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推进检察机

关“质量建设年”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质效，以高

质量的检察能动履职服务保障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推进更高水平的

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人社部、最高检追授蒋春尧“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

本报北京 7月 1日电 （记者

姜洁）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

习月”暨“青少年游基地、学党史”

活动启动仪式于 1 日在浙江省嘉

兴市南湖革命纪念馆举行，北京、

河北、山西等 20 个省（区、市）设

分会场同步启动该项活动。

启动仪式上，嘉兴市“五老”

（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

师、老模范）代表和青少年同台表

演诗朗诵等红色文化主题节目。

“红船小讲解”带领现场人员游览

基地，精彩的讲解展现了新时代

青少年学习党史的风采。为了使

学习党史的过程更加生动、有趣，

现场还发布了全国关心下一代党

史国史教育基地网络地图，组织

广大青少年在线上游览基地、打

卡基地。在地方分会场，诵经典、

学党史、游基地等活动同样精彩

纷呈。

活动中，青少年代表纷纷表

示，要继承和发扬党史中蕴藏的

宝贵精神财富，用党的实践创造

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洗礼精神、找准方向，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自觉走上爱党爱国、追

求奉献的人生道路，努力成为合

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表示，

党史学习教育是青少年感悟党的

初心使命、传承党的红色基因的

有效方式。各地关工委要积极组织引导青少年参观游览

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网络地图，通过云游

打卡、留影纪念、推送转发等方式，沉浸式学习党史，使青

少年有故事可听，有场馆可看，增强体验感和吸引力，线

上线下持续掀起党史学习的热潮。

据悉，从今年起，全国各级关工委将每年的 7 月作为

“党史学习月”，集中开展青少年党史教育活动。活动期

间，各级关工委将充分发挥地方红色资源厚重优势，依托

268 个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各类传承红

色基因教育基地，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关工委和教育基地

联动、“五老”与青少年联动等方式，广泛开展主题参观、

文艺展演、读书演讲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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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8 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

交响音乐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举行。音乐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

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主办，首都各界群众代表 500 余人观

看了演出。

当晚，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红

色大厅灯火通明，用红旗元素搭建、黄

色绶带装饰的舞台与帷幔一起烘托出

庆典氛围，大厅顶部中央镶嵌的五角

星熠熠生辉。“新时代伟大复兴旗帜高

扬，新时代中华儿女脚步铿锵”，交响

合唱《新时代进行曲》拉开了演出序

幕。音乐会共分为四个篇章，一首首

经典曲目和新创作品，带领全场观众

追寻红色记忆、感悟红色精神、汲取红

色力量，奏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天地交响。

第 一 篇 章 中 ，管 弦 乐《红 旗 颂》

舒 展 豪 迈 ，表 现 了 人 们 内 心 涌 动 的

澎湃激情。器乐、歌曲组合《岁月如

歌》通 过 管 弦 乐《八 月 桂 花 遍 地 开》

《我 们 的 田 野》《祝 酒 歌》《在 希 望 的

田野上》以及男声独唱与合唱《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等代表性作品，折

射 出 不 同 的 时 代 历 程 ，呼 唤 起 观 众

的 美 好 回 忆 ，表 达 了 人 民 爱 党 爱 国

的真挚情感。

第二篇章中，女声独唱与合唱《红

梅赞》，独唱、二重唱与合唱《太阳出来

了》，二胡与乐队《珊瑚颂》等经典歌剧

选曲，表现广大人民群众一心跟党走

的坚定信仰。男声独唱《黄河颂》《多

情的土地》、女声独唱与合唱《长江之

歌》等经典声乐作品，描绘了中华大地

的勃勃生机。

第三篇章中，器乐联奏《民族之花

向阳开》包含管弦乐《北京喜讯到边

寨》、大提琴与乐队《远飞的大雁》、双

簧管与乐队《花儿与少年》、管弦乐《天

边》、小提琴与竹笛对奏《新疆之春》、

小号与乐队《多谢了》、筝与乐队《战台

风》等多部作品，将经典民族音乐进行

交响化改编，展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勠

力同心、团结奋斗的决心与信心。

第四篇章中，钢琴协奏曲《新的天

地》荡气回肠，抒发中华儿女踔厉奋发

的昂扬斗志。歌曲组合《奋斗向未来》

通过女声二重唱与合唱《我的绿水青

山》、管弦乐《强军战歌》、交响合唱《未

来你好》、童声合唱《雪花》等一组乐

曲，反映了各条战线追梦人的风采。

交响合唱《我的祖国》以经典旋律抒发

了浓郁的家国情怀，激励新时代中华

儿女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管弦乐《星

辰 大 海》是 为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1 周年创作的作品，表达了坚持人

民至上、礼赞百年辉煌、共同开拓奋

进、奔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交响

合唱《领航》饱含深情地表达了党和人

民的血肉之情，气势磅礴地抒发了全

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阔

步新时代新征程的豪迈之情。音乐会

结束，全场起立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

音乐会将于 7 月 2 日晚在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黄金

时段播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周年交响音乐会在京举行

本版责编：朱 伟 臧春蕾 张伟昊

近日，北京密云区大城子镇苍

术会村黑木耳种植基地内，身穿“密

云先锋”标识衣服的村党支部书记

蔺占军（左一）正在帮助农户采收成

熟的黑木耳。

“密云先锋”是密云区打造的党

建品牌，广大党员亮身份、当先锋、办

实事、树形象。最近 3 个月来，密云

区 4.2万名党员服务群众 47.7万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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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青年》为何成为新文化运动发

起的宣言书？是什么促使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七一”前夕，

北大红楼读书会第三期活动正在举行，北

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

林娓娓道来。

“在活动现场，我们更真切地感受那段

光辉岁月，激发起内心的责任感。”参与活

动的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青年职工王盛

妍说。活动音视频在线上播出后，网友纷

纷留言：“铭记历史，强国有我”“在学思践

悟百年党史中，重温青春之理想，坚守青春

之信念，永葆青春之初心”……

连日来，各地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岗位作贡献，以实际

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1 周年。

缅 怀 光 辉 历 史 ，弘 扬 优 良 革 命 传 统 。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宣讲微视频征集活动

如火如荼；“红心向党”宣讲团、“童心向党”

宣讲团深入基层宣传伟大建党精神……连

日来，江西南昌市红谷滩区各级党组织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6月 24日，红谷滩区开展“牛行车站与南

昌起义”线上主题宣讲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传播红色故事、奋斗故事。红谷滩区

委组织部副部长熊墨强说：“这次活动让人们

追忆先烈、坚定信仰。作为一名党员，唯有更

努力工作，才对得起胸前的党徽。”

在青海西宁市，许多中小学校通过新

媒体平台纪念英烈，表达追思。“作为一名

青年教师，我要教导同学们把对革命先烈

的崇敬之情，转化为爱党爱国和拼搏努力

的实际行动，鼓励他们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西宁市古城台小学

教师罗珊说。

在福建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一场

迎“七一”书画笔会在鼓西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举行。来自福建省逸仙艺苑书法艺

术院的 10 多位书画家泼墨挥毫。这些作品

主题鲜明、题材多样，内容多取材于党史故

事和名人诗词，吸引许多周边群众和书画

爱好者们前来观摩。

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罗子

沟镇，迎“七一”红歌赛海选办得热闹，全镇

21 个村一起比赛，台上村民放声高歌，台下

村镇工作人员服务周到。“我们站在舞台中

央，肩上扛着使命荣光。”顺利入围的绥芬

村村民庄元利很激动。作为党员，庄元利

半个月前承担了党支部的应急处置岗位任

务，“除了种好地，咱也再尽一份力，给大家

多办一些实事、好事。”

坚守人民情怀，主题教育入脑入心。6
月 24 日，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高要区税务

局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近日，该局积

极开展“党业融合优服务 税企共建促发

展”活动，第一时间宣讲优惠政策。“党员干

部要把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融入精神

血脉，转化为精神动力，更好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高要区税务局党委书记梁志华说。

6 月 24 日，湖南浏阳市大瑶镇南阳村党

员邱自红走上街头，宣传禁毒知识。大瑶镇

依托遍布 15 个村（社区）的党员先锋队，整

合公安、综治等部门力量，全域推进包括禁

毒整治“断源”行动等在内的十大专项行动，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守护群众安全。

“七一”前夕，国网山东菏泽市定陶区

供电公司以基层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通过集体学习研讨、开展志愿服

务等多种形式，推动基层党支部进一步增

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引领带动党员干

部进一步强化党员意识、党性修养。

“解老爹，我们来看看您！”6 月 26 日，

云南元谋县马街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赖松怀

一行 4 人提着两袋大米来到老党员解宗文

家中。今年 80 岁的解宗文退休前是元马镇

张二村办事处的一名干部，他握着赖松怀

的手激动地说：“感谢党和国家，一直关心

惦记着我们，到 11 月我的党龄就 50 年了，

时刻感党恩，永远跟党走！”今年，元谋县将

发放“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67 枚，慰问走

访党员 1967 人。

（综合本报记者施芳、朱磊、王云娜、叶

传增、王崟欣、刘以晴、贾丰丰报道）

弘扬光荣传统 勇于担当奉献
—各地扎实开展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一双焊工皮鞋，一身洗得泛白的蓝

色工作服，一辆老式自行车……在车来

车往的湖南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七

一勋章”获得者、公司焊接顾问艾爱国的

这副行头，早已为工人们所熟识。

去年“七一”前夕，艾爱国准备前往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七一勋章”颁授

仪式，家人和同事都嘱咐他“穿得精神

点”，艾爱国倒是穿上了件旧西服，脚上

还是那双皮鞋。

在他眼中，这双厂里人人都有的劳

保鞋，象征着他坚持走的路，也是他断不

掉的根。从 19 岁到 72 岁，50 多年来，共

产党员艾爱国坚守基层岗位，攻克焊接

技术难关 400 多个，改进工艺 100 多项，

多次参与我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关和

特种钢材焊接性能试验，在全国培养焊

接技术人才 600 多名。

“要么不做，要么做
到极致”

艾爱国曾在株洲攸县当知青，别人

扛 50 斤的木头，他就尝试 60 斤、70 斤，

还创下过重量纪录，被身边人喊作“拼

命三郎”。

艾爱国说：“要么不做，要么做到极

致，这是我做事的准则。”

进入湘钢后，艾爱国的岗位是安装

管道的配管工人。来自北京的一批焊接

工人，引起了艾爱国的兴趣。焊花飞溅

之间，无论是铜还是钢，都在他们手里

“ 乖 乖 听 话 ”，俨 然 是 一 个 个“ 钢 铁 裁

缝”。忙完手头工作的艾爱国喜欢在一

边拿着一片茶色玻璃“观摩”，看得眼冒

金星也毫不在意。

随着钢铁厂发展的需要，企业决定

从配管工人中选 6 名工人转岗学焊接，

年轻、有文化、又肯吃苦的艾爱国成为其

中之一。

一本泛黄的工作日记本，记载着艾

爱国的远大志向。在本子的第一页，艾爱国郑重写下了“气焊工 1—

8 级的考核标准”。从最基础的 1 级工到“最牛”的 8 级工，艾爱国把

标准一条一条誊抄上去。

艾爱国用下班时间给自己“加餐”，常常被飞溅的焊花和凝固的

液滴烫得满身都是小伤。一有时间，他就往湘钢的图书馆跑，看遍了

关于焊接的藏书。1982 年，艾爱国以 8 项考核全部优异的成绩，考取

了气焊、电焊合格证，成为当时湘潭本地唯一持有“两证”的焊工。

“劳模专业户”首先就应该是“吃苦专业户”

1983 年，当时的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多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新

型贯流式高炉风口。全国范围内参加研发的有 1000 多人。还是焊

接普工的艾爱国，凭着那股钻研劲儿，被选入了攻关团队。

“高炉风口的研制，原理看起来简单，就是把锻造出来的紫铜和

铸造出来的紫铜焊接在一起。但铜导热太快，焊缝处很难达到足够

的温度。”艾爱国说。

“氩弧焊。”项目负责人口头说的一个词，引起了艾爱国的注意。

在当时，对这种大型特殊材质部件采用氩弧焊，国内还没有先例。

“没有就试！”艾爱国和团队成员一边论证，一边试。最终，艾爱

国发现，必须要加大电流，加高温度。750 摄氏度，800 摄氏度，850 摄

氏度……一直到把铜加热到近 900 摄氏度，终于成功了！

100 多公斤的铜料被焊枪加热到 900 摄氏度后产生的热辐射，让

艾爱国吃尽了苦头。每次焊完，他的双手都会被烫出血泡，衣服被汗

水浸湿后又被烤干，硬得好像被浆洗了一遍。最终，艾爱国和团队成

员不仅达到了技术指标，还总结了焊接方法，改进了焊接工具。这一

项目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4 年，艾爱国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劳模称号——“湘钢劳模”。

此后，他又获得省劳模、全国劳模，成了别人眼中的“劳模专业户”。

“父亲说，当劳模好比坐轿子，要是自己立不住，摔下来的时候

只会更难看。”在艾爱国看来，“劳模专业户”首先就应该是“吃苦专

业户”。

1985 年 6 月，艾爱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了劳模，又入了党，苦

和累的事情，艾爱国干得更多了。多年来，企业也曾多次安排艾爱国

去搞宣传、工会工作。可是每次仅仅过了半个月、一个月，艾爱国就

忍不住溜回一线班组。

艾爱国说：“我这个人，在管理岗位上不适应，认准了目标，就是

当个好工人。”

“无论在哪里都要敢于当先锋”

艾爱国主持的湘钢焊接实验室里，不仅有各类高级技师，更有教

授级高工、博士，是一个上百人的研发团队。艾爱国自嘲说，自己是

学历最低的人之一。但多年来，艾爱国边学习、边引领，始终是实验

室的标杆。“身为党员，无论多大年龄，无论在哪里都要敢于当先锋。”

艾爱国说。

这个实验室被湖南省列为焊接工艺技术重点实验室，被全国总

工会命名为“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

从自己追求极致、攀登高峰，到凝聚队伍、对年轻人传帮带，艾爱

国也经历过“痛苦”的蜕变。

2008 年，湘钢成立焊接实验室，之后又加挂了“艾爱国大师工作

室”的牌子。“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也给我发了一台电脑。但我连开

机都不会，怎么有脸叫艾爱国工作室？”艾爱国说。

艾爱国从电脑开机和打字学起，很快就初步掌握了电脑制图的

方法。如今，72 岁的他会做电脑幻灯片，会用电脑画工艺图。徒弟

欧勇说，最让他受感染的，还是艾爱国身上那股精气神，“艾劳模曾经

对我说，做焊工就好像做裁缝。只会把布料缝到一起，算不上好裁

缝。只有把布料缝得又漂亮又牢固，而且针对不同材质会用不同缝

纫办法，才叫好裁缝。当焊工也是一样。”在艾爱国的传帮带下，欧勇

如今已经成长为湘钢的首席技师。

标杆之下，更年轻的一代正在成长。艾爱国说，现在的新一代焊

接技工赶上了好时代，手工焊、自动焊、机器人焊，样样精通，“文化底

子、技术底子都比我们当年好多了”。年仅 20 岁的“徒孙”谭昶鑫，别

看年纪小，已经有 5 年技术底子，在全省、全国的职业技能竞赛中频

频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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