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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
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4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时强调。

中华民族历来有植树爱林的优良传
统。今年是全民义务植树开展 40 周年。
1981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
动的决议》。从那时起，全民性的义务植树
运动展开。如今，中国森林覆盖率已由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 12%提高到 23.04%，成为
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生态环境领域9项约束性指
标已超额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
标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
多，城乡人居环境越来越美。

成绩背后，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的顶

层设计。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生态治理工作。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在新发展理念中，绿
色是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
治是其中之一；“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意识”等内容被写入党章；将生态文
明写入宪法……这些部署和要求，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

性变化。
成绩取得，离不开生态文明理念不断

深入人心。去年，本报推出“生态治理的
中国奇迹”系列特稿。那绿树成荫的塞罕
坝，那宜居宜业宜游的安吉，那披上 7.5
万亩绿装的八步沙，那沙退水清的母亲
河……一个个鲜活、生动的生态治理故
事，再现了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
环境保护关系认识的不断升华，更凸显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难能可贵。

如今，中国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
步伐愈加坚定。

成绩背后，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从领导人率先垂范，到人人动手、年年植
树，愚公移山，坚持不懈；从线上植树蔚
然成风，到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成为
社会风尚……如今，爱绿、植绿、护绿成
为全民行动，建设美丽中国，人人都是行
动者。

“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

进步是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再往
后，还要建成美丽中国，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美丽中国建设，需要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历史担当，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
力。人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就一定
能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
美丽中国。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
■ 彭训文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 4 月 2 日
台湾列车出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事故高度关切，并向遇难同胞表
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
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祝愿
伤者早日康复。

清明至，祭英魂。
那一串串永不褪色的名字，璀璨了历史的

星空，标定了精神的坐标。
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腥脏；
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
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
……
历史不会忘记，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

百年沉沦。
历史更加瞩目，从1949到本世纪中叶，中

华民族百年复兴。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百年来，信仰在奋斗中淬火，一代代革命先烈
秉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使命，赴汤蹈火、矢志不移，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凝聚起亿万人
民共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追寻初心

清明前夕，巍巍武陵山，料峭山风浸染着
早春的轻寒。

1 日一大早，冒着扑面细雨，贵州铜仁市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的村民们自发
前往公墓，将亲酿的蜂蜜、精选的花枝摆放在
一座黑色墓碑前，深切缅怀他们的文书记——
大坪村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

一年多前，在向深度贫困发起的最后冲锋
中，这位连续七年始终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共产党员，把整颗心、整个身都留在了这里，
化为一座精神的丰碑。

还是这片红色的热土。
86年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命运大转折的中

国工农红军，在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一场场
铁血鏖战中，奋勇拼搏、义无反顾，英烈的鲜
血染红了黔山贵水。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
回望百年，当最早的一批播火者高擎起第

一面鲜红党旗时，集结于这面庄严旗帜下的革
命先驱，便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救国、兴国、强

国的征程中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将功勋镌刻
在祖国的大地上。

致敬英烈！
九原板荡的岁月里，他们坚贞不屈，以铮

铮铁骨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使命——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

可以杀了，不必多问！”
“说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是1928年3月，年仅27岁的共产党员郭

亮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的全部“供词”。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因担心郭亮在群

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将其秘密杀
害，并将头颅挂起来示众。

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革命
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李大钊、蔡和森、杨靖宇、赵一曼、刘胡
兰、邓中夏……无数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以赴
之，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
长城。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
英雄们在绝境中的不屈抗争，撑起了一个

民族的苦难辉煌。
致敬英烈！
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和春潮澎湃的改革时

代中，他们鞠躬尽瘁，以赤子情怀守初心，以
忘我精神担使命——

2 日清晨，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
的西藏阿里地区，“守墓人”扎西加措早早来
到狮泉河烈士陵园，像往常一样，查墓穴、扫
墓道、清杂草。

在这座海拔 4400 多米的烈士陵园里，97
座墓地分别属于 63 名进藏先遣连烈士和 34 名
在建设阿里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孔
繁森。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原。只
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青山。”这首孔繁
森留下的诗篇，生动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
态：在藏十年，由援藏到调藏，他为当地的发
展呕心沥血，倾尽所有。

雷锋、谷文昌、杨善洲、罗阳、黄大年……无
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英烈志士，将滚烫炽
热的赤子之心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

心有大我，行止如山一般巍峨；赤诚报
国，心胸如海一般辽阔。

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从掀
起改革热潮，到决胜全面小康，身处急难险重
最前沿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逆行而上、向
死而生的伟岸身躯。

从公开战线，到隐蔽战线，从看得见硝烟
的战场，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充盈于天地之
间的，正是一群群“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
人“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浩
然正气。

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渡江战役的横扫
千军，抗美援朝的英勇无畏，抗洪抢险的勇往
直前，抗疫斗争的逆行出征，脱贫攻坚的尽锐
出战……历经百年风雨，在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处处都是
可歌可泣的英雄礼赞，处处都是凯歌前行的豪
迈宣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和
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2000万。他
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多数无名无姓。有名
有姓的烈士只有196万。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
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

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
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
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

们永垂不朽！”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将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日确定
为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会与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
纪念碑敬献花篮。

制定英烈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开展功
勋荣誉表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烈保护工作，厚植
全社会铭记英雄、致敬英雄的良好氛围。

革命英烈，如同永不陨落的星辰，照亮了
夜空，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民族复兴的前行
道路。

叩问初心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便从院长变成了病
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明也从未放下过
工作。

病床上，他不停地接打电话、回复微信。
2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天内完成全院既

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对西院区整体改造并建
好 300 张隔离床位……满满当当的时间表，一
刻不得休息，直到生命的终点。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
身体。”刘智明的同事、武昌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王珣说。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
面对这些危难关头尽职责、挑战面前勇担

当的共产党员，人们无数次地想要寻找、叩问
初心。

——生死考验下，是怎样的力量激励着他
们屡仆屡起、至死不渝？

“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
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
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在
生活极为艰难、随时都有可能被捕牺牲的情况
下，恽代英这样告诫妻子。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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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 长 留 天 地 间
——献给百年来奉献牺牲的中国共产党人

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胡 浩 高 蕾

本报西安4月4日电（记者原韬雄） 辛丑年清明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4日在陕西延安黄陵桥山广场举行，台
湾地区同步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并进行两岸公祭
视频连线直播。

当天上午 9 时 50 分，典礼正式开始，现场击鼓
鸣钟，鼓声雄浑，钟鸣悠远。34 通鼓声象征着海内
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同祭初祖的共同心声；9 响钟
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数。

今年公祭典礼活动主题为“汇聚中华民族力量，
开启伟大复兴新征程”。在敬献花篮和恭读祭文后，全
体参祭人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瞻仰轩辕殿，拜
谒黄帝陵。

现场参加公祭典礼的台湾同胞蒋玉兰说，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两岸本就一家。作为生在台湾又在大陆
工作的炎黄子孙，能够来到黄陵参加公祭典礼，她倍
感自豪，并乐于将切身经历分享给更多的台湾同胞。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已成
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统盛事。

图为典礼现场。 戴吉坤摄

海峡两岸同步举行海峡两岸同步举行
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公祭轩辕黄帝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