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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9 月 20 日，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宣告诞生。第二天，人民日报头
版报道了新中国首部宪法全票通过的
盛况：全场欢腾，全体起立，为这个
伟大的文献的诞生而热烈欢呼，掌声
和欢呼声持续了5分钟。

欢欣鼓舞的不止是代表，还有会
场外的人民群众。北京市第八中学
初二 （3） 班学生韩山激动地写下题
为 《报喜信儿》 的作文：“我们上街
游行庆祝，尽情地歌唱、鼓掌、欢
呼。欢乐传遍了北京市，传遍了全中
国！”说起当年，如今年逾八旬的韩
山笑容满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
属于人民’，其中‘人民’二字重千钧！
我们为一部真正属于人民的宪法而
由衷欢呼！”韩山告诉记者，他老伴的
一个亲戚出生于 1954 年，就取名“宪
法”，“可见这部宪法在老百姓心里多
受欢迎！”67年前韩山的那篇作文，也
作为历史的记忆，收入“五四宪法”历

史资料陈列馆。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又叫“五四宪

法”。许多人可能不知道，该部宪法
的起草地是在浙江杭州。1953 年 12
月 24 日下午，一趟专列从北京启
程，南下杭州。专列上，毛泽东和
宪法起草小组目标明确，“治国，须
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
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
邦的大事。”

西子湖畔，北山街 84 号大院 30
号楼，是当年起草小组工作的场所，

“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坐落于
此。毛泽东的警卫伍一曾在 84 号大
院居住。据 95 岁的伍老回忆，毛主席
每天下午从住地刘庄乘车到这里办
公。这栋青灰色小楼依山而建，楼内
的实物、图片、视频，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的光辉历程。

“为起草宪法，毛泽东和起草小组
认真阅读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宪法，
吸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中
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

说。在 30 号楼毛泽东办公室，仍能看
到桌上堆放着各国宪法文本。

制定宪法过程中，毛泽东提出
“搞宪法就是搞科学”。浙江省委党史
和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祖强介绍，科
学精神体现在每一章、每一节、每一
条的研究和讨论中，大家在宪法规范
的科学性问题上不盲从权威。此外，
由于宪法必须全民遵守，起草时遵循
了通俗易懂的原则。

杭州方面夜以继日，北京方面同
样紧锣密鼓。通常起草小组完成一稿，
在北京的刘少奇就主持召开会议讨论
一稿，起草小组修改后再传北京。京杭
两地在此期间往来多封电报、信件，不
少手稿的落款时间已是凌晨。

经过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史称
“西湖稿”的宪法草案初稿在 1954 年
3 月成型。“随后进入讨论环节，最引
人注目的是全民大讨论。”王祖强说，
1.5 亿余人参与了宪法草案的讨论，
这在世界制宪史上极为罕见。大讨论
期间，部分地方遭遇特大洪灾，大家

就在防洪堤坝上展开讨论。从大政方
针到标点符号，118 万多条修改意见
被记录下来。

历时两个多月的大讨论，不仅使
宪法内容臻于完善，更树立起人民对
共和国根本法的信心和内在认同。
“‘五四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人民自主制定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宪
法，具有基石意义。”韩大元告诉记
者，虽然法治建设进程经历了一些曲
折发展，但其蕴含的民主与法治精神
一直传承延续至今。

“自2016年开馆以来，我们认真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陈列馆作出
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宪法宣传
教育。目前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42万
人次。”“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
副馆长王永翔说，通过参观学习，人
们进一步增强了宪法意识，坚定了宪
法自信。

“宪法只有紧跟时代步伐，才能
具有持久生命力。”在杭州市临平区
东湖街道，区人大代表唐建忠正在宪

法主题馆为居民宣讲宪法，“宪法规
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其实
就在我们身边。”

设立国家宪法日、实施宪法宣誓
制度、推进合宪性审查……今日中国，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下，已开启全
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以宪法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
善，谱写着法治中国的崭新篇章。

记者看到，陈列馆里，一批又一批
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一群又一群参
观者进行宣誓体验。人们面向国旗，庄
严举起右拳：“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誓
词在耳畔久久回荡，人民的宪法正在
成为人民的信仰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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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宪法”到现行宪法，民主与法治精神一脉相承。
今日中国，已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

“为人民的宪法而由衷欢呼！”
本报记者 史志鹏



与沙漠作斗争，陕北老
汉石光银是把好手。

在 蒙 古 语 中 ，“ 毛 乌
素”是“坏水”“寸草不生
之地”的意思。1952年，石
光银出生在陕西省定边县海
子梁乡，紧邻毛乌素沙漠。

“沙子在撵着人走呀！过几
年就得搬一次家！”石光银
的记忆中，乡亲们常靠吃野
蒿籽、榆树皮填肚子。

石光银从小就有个“治
沙梦”：一定把沙漠撵走！
不治沙，就治不了穷。

1984 年 ， 国 家 出 台 政
策，允许农民承包治理“五
荒地”。听到消息，石光银
很快打定主意，辞去了乡
农场场长工作，带着 6 户村
民承包 3000 亩荒沙地，成
为全国首位承包沙地治沙
的农民。

“为啥不要‘铁饭碗’，回
来 当 农 民 ？”“ 你 能 撵 得 走 沙 漠
吗？”……劝他回心转意的人不在少
数，可石光银不信邪。他回复的永远
只有一句：沙子治不好，日子就过不
好，共产党员就该担起这个担子！

治 沙 之 路 ， 并 不 好 走 。 第 一
年，一场连续刮了十几天的风沙
把 90%的树苗损毁殆尽；第二年，
石光银再次尝试种树栽苗，依然

铩羽而归。碰壁后，家人
极力反对，合伙的一些村民
退 出 。 石 光 银 咬 了 咬 牙 ，
决定继续坚持。

“不能再蛮干了，还是要
讲科学。”石光银发现，要想
成功植树造林，归根到底还
得有过硬的技术。他跑到外
地，专门请教各类“造林高
手”，学了经验就回到定边

“现学现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

年春天，石光银凭着学来的
“障蔽治沙法”终于固定住
流沙：在迎风坡画格子搭设
沙障，在沙障间播撒沙蒿，
栽沙柳固定流沙，然后栽植
杨柳树。这么一来，树苗存
活率提高到了八成。

沙丘少了，植被多了，
月光清澈了。随着生态变
好，石光银通过“公司+农
户+基地”的模式，大力发

展林草经济和畜牧产业，集治沙、
旅游、育苗、畜牧养殖于一体综合
发展。

有了良性循环，参与“撵沙”
的人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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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1954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 在第七个国家宪法日之际，江苏扬州殷湖社区的普法志愿者为邗江实验学校学生讲解宪法知识。 孟德龙摄 （人民视觉）

这几天，河南等地的暴雨灾害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
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
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
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
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
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总书记的关怀嘱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人
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崇高理念，提振士气，温暖人心！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保护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几天
来，面对灾情，我们看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大爱精神，看到了举国同心、风雨同舟的感
人场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再次
在危急关头显示出强大力量。河北、山西、江
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等省消防救援队闻

“汛”而动；中部战区人民子弟兵星夜驰援；社
会各界积极捐款捐物，媒体开启紧急求助通
道；网友纷纷转发受困人员信息……“河南一
定中！”的声音刷屏网络，全国人民都在为河南
人民加油。

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坚实国力，为抢险

救灾工作提供了强劲支撑。道路疏通？“龙吸
水”、挖掘机、装载机，安排！急需供电？发电
机、发电车，顶上！通信中断？“翼龙”应急通信
无人机争分夺秒，瞬时飞抵你的上空……许
多被困群众毫不气馁，相互鼓励“不要怕，有
国家在！”正应了那句话：国家有实力，人民有
底气。

越是艰险越向前。同灾情作斗争，是物
质的角力，更是精神的对垒。当暴雨来袭，
党员干部们冲在前面、向险而行，许多人“两
天没合眼”却仍在坚守；面对湍急的水流，郑
州市民齐声喊着号子，手挽手“抱团”过马
路；有人掉入泥潭，素不相识的市民伸出援
手，奋力救助；水位齐腰的地铁车厢内，乘
客们高呼“把晕倒的人先抬出去！”“让妇
女和小孩先走！”；部分乘客滞留车站，学
生管乐团就地演奏《我和我的祖国》、《歌
唱 祖 国》，为 被 困 旅 客 鼓 劲 打 气 …… 伟 大
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是精神力量，让
普通人完成了从平凡向伟大的升华；是精
神 力 量 ，让 我 们 在 关 键 时 刻 又 见 遍 地 英
雄 。这 种 精 神 力 量 ，植 根 于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诚 团 结 ，植 根 于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的 精 神 谱
系，为我们在灾害面前筑起冲不垮的精神
堤坝。

目前，暴雨预警尚未解除，防灾减灾的

弦始终不能松。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
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
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

“大灾之后有大疫”。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记
嘱托、不负人民，主动担当、攻坚克难，始
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
位。历史早已告诉我们，“谁把人民放在心
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面对这次持续强降雨，河南人民展现出
的挺身而出、守望相助令人赞叹，14亿多中
国人民展现出的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令人
振奋。历史和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万众一
心、同甘共苦，就没有什么困难可以压倒中
国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我们坚信，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的心紧紧连
在一起，我们不仅能够打赢防汛抢险救灾这
场硬仗，也终将战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
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人 民 至 上 ，风 雨 同 舟
■ 韩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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