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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 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
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
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
心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
重大理论成果，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
大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通知》 明确，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入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
地位和重大意义，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
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学、前后贯通学、联系实
际学。要把握“四史”宣传教育内涵，注重内容上融会贯
通、逻辑上环环相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
清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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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道理，加深对党的历史的理
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通知》指出，要组织好各项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开
展读书学史活动。开展“书映百年伟业”好书荐读活
动，举办“红色经典·献礼百年”阅读活动，组织“强素
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开展党建文献专题阅读学习活
动。二是组织基层宣讲活动。广泛开展百姓宣讲，深入
基层开展巡回宣讲，用小故事讲透大道理。举办形势报

告会、“四史”专题宣讲等，邀请领导干部带头作报告。
三是开展学习体验活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精心
设计推出一批精品展览、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学习体验
线路。组织有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仪式活动，开展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四是开展致敬革
命先烈活动。结合烈士纪念日等重要纪念日及其他传统
节日，组织开展祭扫烈士墓、敬献花篮、宣读祭文、瞻仰遗
物等活动。开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组织“心中的旗
帜”等红色讲解员大赛，弘扬英雄精神。五是开展学习先
进模范活动。集中宣传发布“3个100杰出人物”，开展党和
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时代楷模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
动。深入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范、烈士遗属
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六是开展红色家风传承活动。发
挥文明家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巡
讲、主题展、快闪、家庭故事汇等方式讲述感人家风故事。
七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迈向强国新征
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讲，组织军营开放活动，抓好高校
和高中学生军训，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红色研学，强化
全民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美术展、

优秀影视剧展播、优秀网络文艺作品展示等活动，开展知
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

“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咏、广场舞展演、“村晚”等活动。
《通知》 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握正确导向，

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突出青少年群体，把握青少年群
体的特点和习惯，组织好青少年学习教育，厚植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要丰富活动载体，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着力打
造精品陈列，精心设计活动内容和载体，增强教育感染
力。要用好网络平台，发挥融媒体优势，制作播出一批
接地气、易传播、群众爱听爱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文艺
作品。要加强统筹协调，把“四史”宣传教育同党史
学习教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有
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严格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加强安全管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保
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

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记者赶到大庆时已是夜晚，整个城市
车水马龙，万家灯火传送着温暖。很难想
象，这里 60 多年前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冰
冻荒原。

1959 年，工业油流从松基三井喷涌而
出。时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油田因此
取名“大庆”。次年初，一支几万人的石油会
战大军从全国各地奔向莽莽荒原，打响了一
场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仅 3 年，就探明
860 多平方公里的特大油田，一举将新中国

“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
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记者遇到了志愿

讲解员、大庆石油会战亲历者李兴德。当
年，17 岁的他从吉林长春赶来参加石油会
战，这一待就是一辈子。“那会儿没粮吃，大
伙开荒种地，‘五把铁锹闹革命’；没房住，
大伙和泥、抹墙，盖起‘干打垒’；冬天，身
上结满冰溜子，俩胳膊回不过弯，就用棍子
一下一下敲打。”

“不觉得苦吗？”记者问。老人摇了摇
头：“只要能给国家争口气，吃多少苦、受多
少累都值。就像铁人说的，为了国家永远不
贫血，我们自己的血已经备下来了，已经烧
热了！”

展厅里浓缩了那个激情如火的年代。王
进喜纵身一跃，用身体搅拌泥浆的影像资
料，全家 10 口人挤住的“干打垒”复原场
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的豪壮誓言……490多幅历史照片、1170
余件文献文物，丰富立体地展现了让“地球
也要抖三抖”的新中国石油工人形象。

“铁人”的名号出自哪儿？一张泛黄的
报纸给出了答案——1964年 4月 20日，人民
日报头版刊发长篇通讯 《大庆精神 大庆
人》，文中写道：“房东老大娘提着一筐鸡
蛋，到工地慰问钻井工人。她一眼看到王进

喜，三脚两步跑上去，激动地说：‘进喜啊
进喜，你可真是个铁人！’”从此，“铁人王
进喜”传遍全国。

“这份人民日报珍贵着呢！”李兴德告诉
记者，这是媒体首次向外界公开报道大庆油
田。“为了保密，之前别人问俺啥工种，俺只
能模糊地说是农垦职工。有了这篇报道，再
介绍自己是石油工人，别提多自豪了！工作
中穿的‘道道服’，结婚时都当礼服来穿。”

冰寒的荒原、低矮的“干打垒”，今天已
全部消散在时间背后。记者见到的分明是一
座生机勃勃的现代化石油城，矿区内钻塔高

耸，机器轰鸣；城市里楼厦比肩，湖水环
绕；抽油机星罗棋布，永不疲倦。

条件改善了，技术进步了，但以“宁肯
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等为内
涵的铁人精神，早已熔铸进石油人的血脉，
激发着一代代后继者。

在大庆油田修井 107 队驻扎地，有人
吆喝起铁人的诗句：“北风当电扇，大雪
是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
田……”107队党支部书记穆超说：“大庆就
这天气，冬季长。零下30℃，身上的泥浆冻
住，胳膊腿没法伸直；夏天一擦黑，蚊子就
追着人不放，张嘴都怕它飞进来。”2013
年，穆超从东北石油大学毕业，在铁人精神
感召下，他“放下笔杆子、扛起铁管子”，主
动申请到最艰苦的作业队。

这支平均年龄33岁的队伍，承担着应急
抢险的重要任务。危急关头，队员们要穿着
厚重的防火服，蹚着没膝深的油水，冒着生
命危险拆除井下“不定时炸弹”。前几任队
长，有的吊着点滴带队奋战，有的签下“决
心书”冲向生死一线。“老辈们干得了，咱年
轻人咋就干不了？大伙都比着干！谁干少
了、谁干慢了，那都觉着磕碜。”穆超说，

“铁人精神，永远都不能丢！”
经过60多年开发建设，大庆油田已累计

生产原油 24.3亿吨，成为中国最大原油生产
基地，全力保障着国家能源安全，并走出国
门，创业海外。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展厅内，记者看见一张油气当量规划图：到
2059 年即大庆油田发现 100 年时，年油气当
量仍将保持4000万吨以上水平。一位工程师
介绍，到那时，不仅新技术在石油开采中的
应用比例不断提高，而且海外油气将占总产
量的一半。

在大庆，铁人的影子无处不在，铁人大
道、铁人中学、铁人大剧院、铁人公园……
不用强调，也无需渲染，铁人精神就在大庆
人的心间。采访快结束时，李兴德挺直身
板，哼唱起当年大庆最流行的歌：“高举红旗
去战斗，踏着铁人脚步走，雄赳赳气昂昂，
泰山压顶不低头……”大庆，中国石油工业
的标杆、旗帜，承载着几代人的期待和敬
意，正向着百年油田的建设目标进发。

从一片冰冻荒原到中国最大原油生产基地，大庆油田正向着
百年油田建设目标进发——

“铁人精神，永远都不能丢！”
本报记者 张远晴 姜忠奇

1964年4月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 图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铁人广场。 大庆油田供图图为黑龙江省大庆市铁人广场。 大庆油田供图

第 74 届世界卫生大会总务委员会和全
会 5月 24日分别通过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
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
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世卫大会连续 5
年拒绝涉台提案，再次给企图借势“闯关”
的民进党当局一记响亮耳光。铁一般的事实
证明，民进党当局搞“以疫谋独”没有出
路，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径都必然以
失败告终。

个别国家执意搞涉台提案，破坏国际社会
团结抗疫大局，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为
了配合在世卫大会外闹场的老戏码，民进党忽
悠岛内民众，说什么美日欧都支持台湾、G7更
是力挺。结果，实际上美西方主要国家口惠而
实不至，没有一个站出来提案邀请台湾与会，而
真正提案的台湾所谓“友邦”，也比上一届少了
两个。

民进党当局所谓“国际防疫缺口”纯粹

是政治谎言。大陆方面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
胞的健康福祉。台湾方面获取各种疫情防控
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始终是畅通有效的。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大陆已向台湾地区通报疫
情 260 次，同意台湾地区卫生专家参加世卫
组织技术活动16次。所谓“缺口”谎言完全
不攻自破。

谁在亲望亲好，谁在冷血算计，一目
了然。自诩“防疫模范生”的台湾，近日
疫情大暴发。即便如此，台湾当局有关人
士依旧不顾岛内疫情延烧，为遮掩防疫混

乱现况，竟大言不惭地说什么“台湾可帮
助世界抗疫”“没邀请台湾是世界的损失”
云云。面对台湾目前的防疫困境，国台办
发 言 人 再 次 明 确 表 示 ， 愿 意 迅 速 作 出 安
排 ， 让 广 大 台 湾 同 胞 尽 快 有 大 陆 疫 苗 可
用。台陆委会却不但不领情，反而讥讽大
陆“假好心”，绿营上下宁可看着疫情暴发
也不愿主动引进大陆疫苗。

回想去年大陆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民
进党当局不但不守望相助，反而落井下石，
利用疫情一再抹黑大陆。如今为了得到美西

方某些势力的支持，又热衷于通过抗疫“搞
政治”，试图借“闯关”世卫大会的契机“以
疫谋独”，不想早就被看破了手脚。两岸民众
的眼睛是雪亮的。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一再在岛内贩卖“芒果干”（民进党所谓的

“亡国感”），将政治图谋置于台湾民众福祉
之上，用“反中同盟”来推升台湾地位，只
会适得其反。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不可撼动。本次世卫大会开幕前夕，已有
150多个国家通过外交渠道、80多个国家专门

致函世卫组织，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正义
立场，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事实再一次证明，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
国”或“一中一台”的分裂图谋注定不会得逞。

世卫大会有关决定再次表明，一个中
国原则是光明大道，搞“台独”没有出路。
心虚而执迷的民进党当局，撞了南墙后是不
是应该醒一醒了？岛内有识之士说得再明白
不过，民进党当局应该“校正回归”，尽快回
到“九二共识”上来。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一 个 中 国 原 则 不 可 撼 动
■ 任成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