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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邵美琦
仲夏时节，位于吉林省通化市的杨靖

宇干部学院里，一场特殊的党课正在进
行。讲台之上，是抗日铁血将军杨靖宇之
孙马继志。讲到动情处，他拿出一块斑驳
的桦树皮，声音变得颤抖：“这是我父母
从爷爷的牺牲地带回来的。弹尽粮绝时，
爷爷靠吃这种树皮充饥……”现场听众无
不为之动容。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
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抗日民族
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
人之一。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
年，因革命需要，他离开家乡，留下妻子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这一别，竟成永诀。

杨靖宇先后5次被捕入狱，屡遭酷
刑，坚贞不屈。投身抗日斗争前，他刚从
监狱被营救出来，还没来得及疗伤就申请
立即投入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任中
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

书记，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32年秋，他被派往南满，也就是吉林
省磐石、海龙（今梅河口）、柳河一带，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
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
地。1934年整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
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同年任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
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
政治委员。

在敌我力量悬殊、战争旷日持久、斗
争环境艰苦的情况下，杨靖宇率领东北抗
联建立众多密营，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
术，开展山地游击战，逐渐成为一支让日
寇闻风丧胆的抗日武装力量。

杨靖宇始终坚持植根于民为人民，他指
挥和布置战斗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对群众
有伤害的战斗不打”。每次歼灭了敌人，缴
获了物资，他都会分给当地百姓一部分。杨
靖宇将部队与百姓形容为灯芯与灯油，东北

抗联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
东北抗联曾长时间与党中央失去联

系，忠诚之心却从未动摇。他遵循支部建
在连上的原则，始终把部队党组织建设工
作摆在重要位置。

连遭打击的日伪军加紧对东北抗联的
围攻。1940年初，杨靖宇和部队陷入重
围，他深知敌人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他自
己，一次次命令同志们分兵突围。杨靖宇
说：“同志们，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
底，就是死，也不能向敌人屈服！”

据档案披露，1939 年 10 月下旬到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牺牲前的100
多天里，他作战多达47次。

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濛江县附
近，杨靖宇已饥寒交迫地与敌人周旋了五个
昼夜。面对敌人的劝降声，杨靖宇以愤怒的
子弹回应，最终壮烈殉国，年仅35岁。敌人
残忍地将杨靖宇断头剖腹，却见其胃里一粒
粮食也没有，只有未能消化的草根、树皮和
棉絮。铮铮铁骨让敌人也为之惊叹。

后来，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靖宇大
街、靖宇小学、靖宇广场……“靖宇”印
记深深镌刻在黑土地上。

距离杨靖宇烈士陵园不远，杨靖宇干
部学院于2021年正式启用，面向以党员
干部为主体的学员开展党性教育，至今已
培训近30万人次。“每一堂课都承载着东
北抗联精神的力量，激励大家在岗位上勇
挑重担、敢于担当，真正把红色精神转化
为推动工作的动力。”杨靖宇干部学院培
训部主任国莉莉说。

“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提醒我们牢
记‘严要求、重责任、懂知足’的家
风。”年过花甲的马继志小心地收起桦树
皮。从火车司机岗位退休后，他从河南迁
居吉林，受聘为杨靖宇干部学院客座教
授，已无数次讲述爷爷的故事。他深知，
杨靖宇和抗联战友们用生命践行初心和使
命，铸就了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将激励
一代又一代人砥砺前行。

新华社长春6月19日电

铁血将军杨靖宇：铮铮铁骨铸忠魂

■新华社记者 谢 佼 杨思琪
姜思妮

初夏时节，记者来到成都市金牛区一
处普通民居，这是赵一曼烈士孙女陈红的
家。她珍藏着一幅根据照片绘制的油画，
画中赵一曼怀抱儿子“宁儿”，神情坚毅。

“拍摄照片后她就离开了，我父亲再
也没见到他的妈妈。”陈红触摸着画面，
将时空拉回到那生离死别的瞬间。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
于四川宜宾。大姐夫郑佑之烈士，为中
国共产党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二姐李
坤杰、二姐夫萧简青、四姐李坤能是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他们的引路
下，李坤泰 1926 年夏加入中国共产
党，后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
军校武汉分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她化名李一超，与同学陈
达邦相爱结婚。甜蜜还来不及品味，怀着
身孕的她奉命回国，在湖北、上海、江西
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她在宜昌
生下儿子。孩子仅一岁多，她和姑妹陈琮

英就将儿子寄养在五哥陈岳云家，义无反
顾地全身心投入革命。

分开前，她抱着儿子照了一张合影，
寄给了丈夫。谁料，竟成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她化名“赵一曼”，
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沈阳、哈尔滨
领导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
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东北抗日联军史》记载，1933年4
月，面对日伪军警横行、工人备受欺凌的
现状，赵一曼连夜指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
罢工，将城市交通脉搏骤然掐断。最终，
日伪统治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答应工
人复工条件，罢工取得全面胜利。

1934年7月，赵一曼前往珠河县（今
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员，
后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
委。她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日伪报
纸上赫赫有名的“双枪白马”女政委，日
寇目标中将她与赵尚志并列。

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
一曼在珠河县小西北沟与日伪军激战中身

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
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北烈士纪

念馆）那间阴冷的刑讯室里，敌人用尽惨
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伤、烙铁灼肤、
辣椒水灌鼻……面对非人的折磨，赵一曼
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你们可以让村庄
变成瓦砾，把人剁成肉泥，但消灭不了我
的信仰！”

在哈尔滨治疗期间，她强忍骨碎化脓
的剧痛，断然拒绝截肢——她坚信保住
腿，就有重返战场的希望。在她的感化
下，看守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助她逃离魔
窟。然而三天后，敌人再度追至，赵一曼
重陷囹圄。

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
曼在珠河英勇就义。赴刑场的列车上，她
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用被敌人折磨得几
乎难以握笔的手，给远方的儿子写下字字
泣血的绝笔：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
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
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
为国而牺牲的！”

陈红带着哽咽诵读，这是她的父亲
——“宁儿”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亲
笔抄录，作为传家之宝。那不忍卒读的字
迹，蕴含着何等巨大的情感！

革命胜利后，李坤杰、陈达邦、陈
琮英和陈掖贤几经寻找，党组织终于确
认赵一曼就是李坤泰。陈掖贤在东北烈
士纪念馆抄录母亲遗书时，在手臂上用
钢笔深深刺下“赵一曼”三个字。“父亲
告诉我，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
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
去。”陈红说。

在哈尔滨，2375米的“一曼街”刻
入城市肌理；在宜宾，一曼公园、一曼
村、一曼大道、一曼中学成为追怀之地；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金牛区纪委监
委等邀请陈红作为宣讲老师，走进社会和
课堂……中华大地上，赵一曼的精神将永
远被人们铭记传颂！

新华社成都6月20日电

赵一曼：舍家卫国的巾帼英雄

新华社北京 6月 20 日电
（记者 谢希瑶）记者20日从
有关部门获悉，消费品以旧换
新加力扩围政策没有变化，补
贴资金使用进度符合预期，第
三、四季度中央资金将陆续下
达。

据了解，今年以来，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国家发
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等
相关部门共同落实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政策，延续2024年
好的经验做法，直接向地方安排
3000亿元国债资金加力扩围实
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在今年年度
内全年实施。今年1月和4月已
分别下达两批共计1620亿元中
央资金，支持地方做好一、二季
度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后续还
将有1380亿元中央资金在三、
四季度分批有序下达。

“目前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
补贴资金使用大致占到全年规
模50%左右，整体进度符合预
期。”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国补”资金包括三个
部分：一是中央下达的超长期
特别国债资金，规模比去年翻
了一番；二是按照有关规定，
地方在中央下达资金基础上按

比例配套，按照总体9:1的原
则实行央地共担；三是一些地
方还将结合当地工作进度和实
施情况，在中央下达以及按比
例配套资金以外，再额外安排
地方资金。

按照既定工作安排，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将在 7
月、10月分别下达第三季度和
第四季度支持以旧换新的中央
资金，各地也将持续做好配套
资金支持。相关部门将指导地
方进一步优化完善补贴发放方
式，确保政策实施更加平稳有
序、资金均衡使用到年底。

据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截至目前，今年消费品以
旧换新带动销售额已超过去年
全年。总体来看，今年以来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
有力推动消费持续扩大，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明显。接下来，
将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用好
已安排支持资金，分领域分时
段细化资金使用方案，平稳有
序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同时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产品质量和
价格监管，督促参与企业依法
合规经营，严防套补骗补，确
保政策规范有序实施。

以旧换新“国补”将持续
中央资金将分批下达

6月21日拍摄的2025（乙巳）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现场。
当日，2025（乙巳）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

水市举行。天水是伏羲文化的发祥地，有“羲皇故里”之称。每年
夏至举行的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大典。2006
年，“太昊伏羲祭典”被国务院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新华社记者 陈 斌 摄

2025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举行

新华社北京 6月 20 日电
（记者 王立彬）为统筹处理好
耕地保护与农民利益、农村产
业发展的关系，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这是记者20日在自然资源
部“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媒
体座谈会上获悉的。自然资源
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司长贺勇说，
作为一种刚性约束，永久基本农
田特殊保护制度遏制了各类非农
建设对耕地的无序占用，限制了
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但基层
反映，永久基本农田管理存在

“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问
题。为此自然资源部会同农业农
村部研究起草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管理办法。

初步考虑是，以永久基本
农田布局优化为目标，建立

“优进劣出”管理机制，推进永
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逐
步提高优质耕地比例。在优化
布局过程中，对基层反映的一
些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
配套设施难以落地问题，办法
将做出明确的政策安排，并加

快出台。
贺勇说，耕地红线一定要

守住，不能突破，也不能变通
突破。在坚持良田粮用原则同
时，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历
史占用耕地种树种果种茶等造
成的耕地流失问题，将按照

“认定一批、恢复一批、置换一
批”方式，有序分类处置。

认定一批，就是对耕作层
良好、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
认定为耕地并进行严格保护；
恢复一批，就是对集中连片、
具备良好灌溉条件且易于恢复
的，结合农民意愿、产业发
展、作物生长周期等，分阶
段、分批次逐步恢复；置换一
批，就是对质量较差、坡度较
陡等确实不适宜恢复的，有序
退出耕地保护范围，置换适宜
作为耕地保护的地块，确保耕
地实至名归。

同时，对纳入过渡期范围
的地块，在耕地保护考核中也
将予以统筹考虑，既压实各级
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也切实减
轻基层负担，维护农民权益。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据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记者 董瑞丰 李 恒）医疗
安全风险应对能力不足、推诿
拒诊患者、泄露患者隐私……
记者20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
悉，这些突出问题将被专项整
治，典型案例还将被通报曝光。

根据当天公布的《医疗机构
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
案》，自今年6月起到2026年5月
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在全国开展为期一
年的医疗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覆盖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根据方案，专项行动包括

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总结评
估等阶段，强调压实医疗机构
主体责任，堵塞风险漏洞，完
善医疗机构内部质量安全管理
体系和自我管理机制，切实保
障患者安全，改善人民群众就
医体验。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
开展了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
（2023-2025年），在改进医疗
质量、保障医疗安全方面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也发现医疗质量
安全领域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没
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制度要求
还没有真正落实到位。

提升医疗质量安全！

全国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新华社记者 张京品 张思洁
耿鹏宇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
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
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6
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
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作主
旨发言，宣布“中国—中亚精神”。这一精
神根植于六国在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
念和价值，得到了中亚各国元首一致认同
与支持，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朝着命运共同
体目标加强合作规划了清晰路径。

6月22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
组撰写的智库报告《弘扬“中国—中亚精
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在
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面向全球发布。
报告全面深入解读、阐释了中国—中亚合
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双方合作的巨大机遇
和广阔前景。

报告认为，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
成为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
伴、好兄弟，在亚欧大陆开创了睦邻安邻
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中国—中亚
精神”，共同为世界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样板
和典范。

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
典范

6月19日，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
菊健康生活体验馆再添“中亚味道”——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苹果饮料，搭乘中欧班
列抵达西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舌尖
上的选择”。

2015年，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机遇，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始了

“国外种地”的创业之路。经过 10年深
耕，爱菊集团已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建立
起年产百万吨的农产品经贸园区，并把哈
萨克斯坦的蜂蜜、饼干、冰淇淋等农产品
运至国内。以哈萨克斯坦面粉为原料做成
的油泼面，受到消费者追捧。

这是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
2023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举办以来，中
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经贸合作潜力不断释放，贸易规模不断迈上
新台阶。2024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
额达94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54亿美元，
较建交初期的4.6亿美元增长上百倍。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
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指出，新
时代以来，中国—中亚合作在经贸往来、
基础设施、能源合作、新兴领域、发展能

力建设、文明互学互鉴、维护和平安宁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联互通，为
中国—中亚深化合作奠定基础。中欧跨里
海直达快运开通，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
动，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和中国·西安哈
萨克斯坦码头分别投运，越来越多中国城
市开通中亚班列和空中航线，使中亚各国
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中国同中亚
经贸合作更加通畅，民众往来更加便捷。
中国的减贫经验、鲁班工坊等助力中亚增
强内生发展动力。

——文明互学互鉴筑牢精神纽带，为
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报告指
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明对话不断深化，
双方在医疗、旅游、文化交流等领域增强合
作，中亚国家旅游年、文化年、艺术节在中
国广受欢迎，《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中
国影视作品走红中亚，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
设注入人文动力。如今，中亚是中国入境旅
游增长最快和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中国也
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客源国。

——和平安全稳定筑牢发展基础，为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树立典范。
2024年9月，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
晤机制首次会议在连云港启动；2024年11
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地方
政府协调机制第一次会议举行……近年
来，中国与中亚国家以共建安全共同体为
目标，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合作，共同筑牢地区安全防护
网。西北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卢山冰说，一
个稳定团结和平的中亚正在加速形成，为地
区长治久安注入强劲动力，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
机遇

回望历史，早在2100多年前，汉代使
者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友好
交往的大门。如今，随着中国同中亚合作
全方位提速升级，绵延千年的丝路情谊焕
发更多新活力。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
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认为，中
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以及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中国—中亚合作带来
巨大机遇，双方正加快丰富多元的新领域
合作，不仅增进地区福祉，也将为亚欧大
陆繁荣注入新动能。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新机遇
新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最高
的国家。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
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与中亚国家共同做
大互利互惠蛋糕，双方充分发挥产业结构
上的互补性，为产供链协同发展提供了广
阔空间。目前，中哈、中乌实现互免签
证，去年仅中哈人员往来就超过120万人
次。随着签证互免等政策红利释放与市场
需求不断升级，中国与中亚国家文旅合作
将进入新的机遇期。

——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蕴含巨
大潜力。中亚国家可再生资源丰富，有着
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需求，中国可为中亚
提供所需的投资与技术，深化清洁能源产
业链上下游全方位合作。伴随中欧班列数
字化升级、海外仓储和物流网络不断扩
展，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加快数字基础设施
与物流配套网络建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
等方面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绿色产业、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成为双方合
作新的增长点，跨境电商、在线教育等新
模式新业态惠及中国和中亚国家广大人民。

——区域合作带来更广阔地缘经济优
势。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历
史上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
流。新时代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通过基
础设施建设与物流网络的升级，显著提升
了中亚作为亚欧大陆交通枢纽的地位。随
着中国—中亚合作进一步辐射亚欧大陆，
中亚国家将拥有更突出的地缘经济优势，
经济韧性与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洛
塔认为，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历史、科技、文
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机会广泛，期待中亚
国家和中国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合
作，共同为地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
推进共同现代化

报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弘扬
“中国—中亚精神”，锚定命运共同体目
标，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
加强合作，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章，
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稳步前行。

——守望相助，筑牢区域命运共同
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中亚
国家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核心
问题上要继续坚定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
持。报告呼吁，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坚持元
首外交战略引领，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中亚
各国主流政党的交流，积极搭建完善各层
级合作平台，加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元首峰会
成果落实落地，助力中国—中亚机制进一
步向实体化迈进。

——共同发展，共创区域繁荣新篇
章。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持续向

“绿”向“新”发展。从共建研发中心、联
合实验室、农业产业创新园，到推广农业
机器人、农业遥感、农业大数据应用，中
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步创新农业合作新路
径，推动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下一
步，中国与中亚国家需加强气候治理与绿
色能源合作，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助力
传统合作项目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朝着
更广范围拓展互联互通。

——普遍安全，共建安危与共新屏
障。中国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
依，地缘因素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
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诉求和利益汇合点。
面对全球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
叠加，中国与中亚国家需保持对“三股势
力”零容忍，加大去极端化合作，支持各
自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同打
击贩毒、非法移民、洗钱、武器弹药爆炸
物走私、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等跨国犯
罪，共同应对气候、网络、生物、金融、
粮食、能源、数字、新兴科技领域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挑战。

——世代友好，共谱民心相通新乐
章。“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
因互鉴而发展。”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
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
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
了历史性贡献。报告认为，中国与中亚国
家应持续推动教育、旅游和文化艺术等领
域合作，通过教师互聘、互派留学生、完
善丰富旅游线路等方式，增进民众相互兴
趣和相互了解，推动中国文明和中亚文明
互学互鉴、交相辉映。

阅读报告后，《中立土库曼斯坦报》总
编辑布洛娃说，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友
谊源远流长，在“中国—中亚精神”的指
引下，中亚和中国的关系也会继续向高水
平发展。

山水相连，心手相牵。无论是穿越天
山的铁路、点亮中亚的绿色能源，还是流
淌在民间的文化交融，都成为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站在历史新高
点，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
态，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章，为人类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点亮希望之光，为动荡
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22日电

共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