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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靠纪律吃饭的

湖南桂东县寨前镇，青山环抱、楼房密
布。沿着沤江走，绕过几栋楼，路突然变窄
了，再往前走几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两
栋低矮的老房子。

寨前镇党委书记方会康走上前，轻轻卸
下一块门板，再慢慢安上。他说：“红军当年
就是这样‘上门板’。”说到“上门板”，77
岁的黄维忠向记者讲述了岳父讲给他的故事。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
队，在寨前河滩上誓师，奉命西征。红六军
团所部 9700多人，在寨前镇住了 3天。就是
这短短3天，让百姓终身难忘。

红军战士不进百姓家，夜晚就坐在墙根，
靠着墙睡。伤病员需要躺着睡，战士们就向百
姓借门板，放在地上当床。“门板用完后，战士们
再把它安回去，这就是‘上门板’。”黄维忠说，

“这件事让老百姓知道了，红军纪律严明。”
“上门板”这条纪律的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6月26日，记者来到桂东县沙田镇第一军

规广场。阳光照射在一座灰色清代建筑上，牌
坊上刻着闪亮的金色大字——“万寿宫”。

1928 年 4 月 2 日深夜，毛泽东就住在这
里。此时，他夜不能寐，因为秋收起义后，
部队里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昏黄的油灯
下，毛泽东挥毫疾书，写下了“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六项注意”的第一条就是“上门
板”。后来，“六项注意”变为“八项注意”。

在“六项注意”中，“上门板”最初叫“还门
板”。“还”，归还就可以，但如果还的和借的不
是同一家，门板就可能安不上。所以，“还”就
改成了“上”。

在桂东县纪律文化中心的一面墙上，记者留
意到朱德的一句话：“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
的。”严明的纪律加深了红军与群众的血肉联系。

再困难也不忘老百姓

湖南汝城 县 文 明 瑶族乡沙洲村村口，

有一座石拱桥。如果 20 多年前来到这里，
很可能会看到一个佝偻的身影坐在桥边，向
村外张望。她叫徐解秀，她的故事感动了无
数人。

2016 年 10 月 21 日，在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半
条被子”的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
3 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
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
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
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
姓的人。”

沙洲村有个“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
陈列馆，解讲员朱淑华是徐解秀老人的曾
孙女。“一位女红军曾拉着我曾祖母的手
讲：‘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回来看你。’
于是，曾祖母经常拎着一个小板凳，坐到
村口的桥边，等待 3 位女红军回来。”朱淑
华说。

上世纪 80 年代，“半条被子”的故事流
传开来，全国各地开展了寻找 3 位女红军的
活动。“遗憾的是，至今没能找到，她们很可

能在战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朱淑华哽咽
了，“1991 年，我曾祖母去世了，最终也没
能与她们再见一面。”

故事主人公虽已远去，但故事的精神从
未离开。在陈列馆采访的 2 个小时里，记者
遇到了一批又一批参观者，他们手持党旗，
在展柜前围了一圈又一圈。

人民的军队人民拥护

红军关爱百姓，百姓也拥护红军。在湖
南道县四马桥镇富足湾村，记者见到了村民
周玉生，他的祖父和父亲当年给红34师师长
陈树湘送过吃的。

1934 年 10 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
陈树湘率红34师担任全军总后卫，掩护中央
机关和红军主力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 3 道
封锁线。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后，红34师
被敌人阻隔于湘江东岸，陷入重围。陈树湘
率部转战湘南，不幸中弹，右腹部受重伤，
肠子都流了出来。

陈树湘分析，敌人还会组织更大反扑，

于是命令部队到九嶷山一带打游击战，自己
则留下来掩护。陈树湘把富足湾村后的馒头
岭作为掩护阵地。

在馒头岭的洞穴中，周玉生指着一处平
地说：“陈树湘师长就住在这里。每天晚上，
我祖父和父亲从上面的洞口爬进来，给他送
红薯干，那时候只有红薯吃。”

在后来的激战中，陈树湘弹尽被俘。在
被押往长沙途中，他乘敌不备，绞断肠子，
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周玉生说：“红军的故事我们会一代一代
讲下去。”

蔡绍华家也代代传颂红军故事。6 月 29
日，站在道县上关乡水南村潇水河边，蔡绍
华向记者还原了85年前的一幕。

1934 年 11 月 17 日傍晚，红一军团 2 师 4
团日夜兼程，赶到与道县县城一水之隔的水
南村。但地方保安团拆除了浮桥，红军无法
渡河。18日清晨，蔡绍华的爷爷、时年21岁
的蔡如燕与其他 5 位村民一起，冒着生命危
险跳入寒冷的河水中，帮红军将浮桥从西岸
撑到东岸，使红军顺利过河。“我爷爷知道，
红军是保护穷人的队伍，是人民的军队。”蔡
绍华说。

“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
本报记者 潘旭涛 文/图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一块门板，让百姓知道了红军纪律严明；半条被子，让一位老人对红军挂念终生——红

军长征时，3支队伍经过湖南，宣传革命思想，撒播革命火种。

6月26日至30日，记者来到湖南再走长征路，聆听红色故事，感受军民鱼水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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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6月 30日电
（记者盛若蔚） 中央组织部
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
总数为9059.4万名，比上年净
增 103 万名，增幅为 1.2％。
党的基层组织461.0万个，比
上年增加 3.9 万个，增幅为
0.8％。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凝聚
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始终保
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党员数量持续稳步增
长。中国共产党党员总量
突破 9000 万名，比 1949 年
新中国成立时的 448.8 万名
增长约 19 倍。中共十八大
以来，全国平均每年约有
390万人向党组织递交入党
申请。着眼保持党的先进
性和纯洁性，严把党员队
伍“入口关”，注重提高发
展党员质量，加强党员总
量调控，党员数量增幅保
持平稳态势。

党员队伍结构不断优
化。新鲜血液不断充实。
现有党员中，99.8％是新中
国 成 立 后 入 党 的 ， 其 中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 后 入 党 的 7423.0 万 名 、
占 81.9％，“80 后、90 后”
党员已超过总数的1/3。文
化程度明显提高。随着教
育事业全面快速发展和吸
纳优秀人才入党，大专及
以上学历党员已达 4493.7
万 名 ， 占 49.6％ 。 女 党
员、少数民族党员比重不
断提升。与新中国成立之
初相比，全国女党员增加约
45 倍、达 2466.5 万名，占比
由 11.9％提高到 27.2％；少
数民族党员增加约32倍、达
664.5万名，占比由2.5％提

高到 7.3％，全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一定数量的党
员 ， 5 个 民 族 自 治 区 的 党 员 中 少 数 民 族 比 例 达
35.6％。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不断巩固扩大。工
人和农民仍是党员队伍主体，占总数的 35.3％，数量
是新中国成立时的12倍。党员队伍中，经营管理人员
980.0 万名、占 10.8％，专业技术人员 1400.7 万名、占
15.5％。2018年发展的 205.5万名党员中，来自生产、
工作第一线的占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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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华诞，广大党员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四面八方、以多种
方式庆祝党的生日。

不忘初心迎“七一”不忘初心迎“七一”

▼ 6月29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结合使命任务在野外驻训地组织官兵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激发党员在演训一线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图为该旅合成二营全体党员入党宣誓场景。 李忠元摄 （人民视觉）

◀ 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临近“七一”，这座古
朴而庄严的石库门建筑也迎来更多的参观者。走进展厅，除了精心展陈的建
党历史，耳边的一些声音也令人印象深刻——那些宣誓声、讲解声和观众自
发响起的掌声，传递着初心的情感和含义。

图为华东师范大学部分学生党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 广西融水苗
族自治县杆洞乡党
委和贵州省从江县
翠里瑶族壮族乡党
委针对乌英“一寨
跨 两 省 区 ” 的 特
点，积极探索党建
新模式，组建成立

“中国共产党桂黔两
省区乌英屯联合支
部委员会”，带领群
众稳步走在脱贫致
富的道路上。

图为 6 月 30 日，
驻村第一书记韦桂
华（右四）、党员梁成
兵（右 三）、梁 志 新

（左二）带领村民维
修河堤。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 6月28日，安徽滁州市南谯区银东社区“红色流动小课堂”上，抗美
援越老战士李普应在为孩子们讲解当年的战斗场景。李老拿出自己珍藏多年
的纪念章和当年在战场上亲手绣的旌旗，向孩子们讲述背后的战斗故事，使
孩子们深受教育。 董 超摄 （人民视觉）

汝城县沙洲村广场上的“半条被子”
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