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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白 林
他带领的队伍被毛泽东同志称为

“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抗日战争时
期，他率部转战冀中平原、渤海之滨、
冀鲁豫敌后战场，经历大小战斗870余
次，歼灭日伪军3.67万余名，建起“敌
后抗日堡垒”，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
焰。

他是马本斋，1902年生于河北献县
一个贫苦回族农民家庭。七七事变后，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华北，马本斋誓
以热血卫中华，组织青壮年奋起抵抗日
本侵略者。1938年1月，马本斋组建回
民抗日义勇队。

“拿起枪，保家园！”他振臂一呼，
唤起回族同胞抗日热情。1938年3月，
他率队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重要区域河
北河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游
击军，编为回民教导队，后与另一支回
民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

教导总队；1938年10月，他正式加入
中国共产党。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心甘
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
解放而奋斗的伟业。”

早年投身行伍的经历，锤炼了马本
斋卓越的军事素养。1939年7月，马本
斋任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
炸桥梁、破公路、打伏击，屡创日伪军。

1940年初，冀中平原斗争形势严
峻。马本斋奉令率部保卫深 （县）南
（部）（今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市）抗日根
据地，先后作战30余次打开局面，鼓舞
群众抗战热情。

在众多经典战役中，1940年的康庄
（今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伏击战尤为著
名。马本斋提前隐蔽在衡水城北的伏击
圈内。当敌军车队缓缓驶入，“打！”马
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如猛虎般奋勇出

击。此战以零伤亡歼灭日伪军80余人，
缴获大批武器。

在1943年八公桥（今河南省濮阳
市）战斗中，他提出“牛刀子剜心”战
术。回民支队如同一把利刃，直插敌军
总部。战斗打响，喊杀声、枪炮声交
织，火光映红夜空。革命战士们一举攻
克八公桥，让回民支队成为令日军闻风
丧胆的抗日劲旅。

马本斋不仅是战场上的骁勇战将，
更是有着坚定信仰和高尚品格的民族英
雄。1941年，为逼降马本斋，日军抓走
他的母亲白文冠。白文冠宁死不屈，绝
食殉国。母亲的壮烈牺牲，让马本斋悲
痛万分，但也更加坚定了他抗战到底的
决心。他含泪写下“伟大母亲，虽死犹
生，儿承母志，继续斗争”的誓言，将
对母亲的思念化作奋勇杀敌的力量，继
续带领回民支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由于长期的艰苦战斗和高强度工

作，马本斋积劳成疾。1944年2月，他
与世长辞，年仅42岁。

为纪念抗日英雄马本斋，献县本斋
回族乡本斋东村建成纪念馆，并面向公
众开放。在马本斋纪念馆，北院的马本
斋纪念馆主馆与南院的马本斋母子烈士
陵园遥相呼应。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马
本斋纪念馆每逢清明节、国庆节等重要
节日都会迎来大批前来缅怀英烈的群
众，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近300万人
次，成为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马本斋纪念馆馆长哈光杰说：“纪
念馆自2024年9月进行升级改造，目
前，工程已接近尾声。我们将持续搜
集、核实更多马本斋的战斗故事，让他
的光辉事迹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
女奋勇前行。”

新华社石家庄6月21日电

■新华社记者 许舜达
美丽的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静静

矗立，而那位曾在这里眺望江景的文
人，早已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一介书
生，以笔为戈，最终血染南洋，他用生
命书写了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80周年，这位
被誉为“反法西斯文化战士”的作家，
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仍遭日本宪
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丛
林。他的名字，不仅铭刻在中国文学史
上，更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
纪念碑上。

1896年12月7日，郁达夫出生于
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3
年，17岁的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
在日记中庄严写下：“……余有一大爱
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
命亦绝矣！”这一誓言成为贯穿他一生
的精神主线。

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

人之一，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以真率酣
畅、热情明丽著称，《沉沦》《春风沉醉
的晚上》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地位。

而当民族危亡之际，这位文人毅然
走出书斋。为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郁
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我们这一
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壮言背后，是惨痛的家国之殇。
1937年末，郁达夫家乡富阳沦陷，70
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躲进
深山最终饿死。郁达夫悲痛写下一副挽
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1938年 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
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
事。他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以
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抗
争。同年末，他远赴新加坡，担任
《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辑。此后
郁达夫还担任了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
合会主席。

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在新
加坡发表了大量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
形势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
的士气。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
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他开办
酒厂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工作。

一次偶然的意外，暴露了郁达夫的
日语能力。日本占领军随即强迫他担任
翻译。在当翻译期间，他暗中帮助和营
救了不少当地人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
宪兵部许多秘密和罪行。这些情报成为
战后审判日军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郁达夫却不知危险正悄然逼
近。8月29日晚，他在家中被带走，后
遭到秘密杀害，终年仅49岁。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
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名的
学校、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这位爱
国文人的精神火种。2015年，富阳撤
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原市心路和市心
北路改名为“达夫路”，以表达对这位
故乡之子的深切怀念。

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和杭
州市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郁达夫小说
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目前已举办了八
届，逐渐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
项。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神遗
产。郁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表示：“在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郁达夫体现了那
个时代的文人风骨。作为后人，我们以
有这样的先辈为豪；这种大义、大节也
必定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成为后辈
精神世界的巨大支柱。我们要让他的精
神像连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样，一直传
承下去。”

新华社杭州6月22日电

从文人到战士：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马本斋：抗战楷模 民族脊梁

■新华社记者 刘怀丕 牛少杰
领导干部的作风直接关系党

内风气和政治生态，关系民心向
背，决定着党的群众基础。领导
干部作风过关、过硬，党风社会
风气才会好。改进作风必须自上
而下、以上率下，领导干部作示
范、立标杆、带好头，一贯到
底、落实落地，定能风成于上，
俗化于下。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
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
题，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
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工
作作风。党中央发扬钉钉子精
神，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反对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狠刹公款送
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奢侈浪
费等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推
进基层减负，倡导勤俭节约、反对
铺张浪费，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
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
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

会风气为之一新。
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

完成时。必须清醒认识到，作风
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有一
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
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
出现了反弹回潮。在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各
级领导班子成员要主动认领问
题，精准制定整改措施，坚持有
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
题突出重点整治什么问题，一项
一项抓落地。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
敢不正？”领导干部不应该是作风
建设的被动参与者，而应该是积极
践行者，要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化作自觉行动，以身作则、以上
率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

“绝大多数”。既要一级示范给一级
看，也要一级带领着一级干，抓具
体、补短板、防反弹，使党员干部
知敬畏、人民群众有信心。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风成于上 俗化于下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自23
日起通过联合调度万家寨、三门
峡、小浪底等水库，启动实施
2025年黄河调水调沙。

黄河将于7月 1日进入主汛
期。按照规定，相关水库水位应消
落至汛限水位，腾出防洪库容。按
照安全可控、统筹兼顾的原则，结
合黄河下游抗旱和中游水库腾库迎
汛要求，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启
动本年度黄河调水调沙任务。

根据黄河中游河道来水及水库
蓄水情况，综合考虑抗旱保灌保
供、腾库迎汛、水库排沙、河道减
淤、河口生态补水等目标，本次调

水调沙将历时17天左右。调水调
沙将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
水库调控为主，支流故县、陆浑、
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
式，综合考虑水库排沙减淤和下游
河道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态，控
制花园口水文站含沙量峰值不超过
359千克每立方米。

黄河调水调沙是调节黄河水沙
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调水调沙期
间，各级水利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
形势变化，及时滚动分析水雨情，
加强应急值守和防汛会商，强化水
库实时调度，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
行。 据新华社

2025年黄河调水调沙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
者 罗 沙）记者23日从最高人
民法院获悉，最高法、司法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近日联合印发
《部分案件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
本》，将于7月14日起在全国法院
全面推广使用。

据最高法介绍，提供统一、规
范、简洁的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
本，是立足群众司法需求，更加便
利群众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民举措。
本次发布的示范文本囊括刑事（自
诉）、民事、商事、知识产权、海
事、行政、环境资源、国家赔偿、
执行等9个领域、合计67类常见
多发纠纷，在2024年3月4日印发
的第一批11类试行示范文本基础
上新增56类。制定过程中，广泛
听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

学者、当事人、律师、法官的意见
建议，总结了第一批试行示范文本
实践经验，进行了多方面的完善。

最高法表示，示范文本的推
广使用工作坚持“积极引导、尊
重选择”的原则，积极引导当事
人及代理律师使用示范文本，并
充分尊重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意
愿。后续示范文本将根据当事人
及代理律师的意见建议进行动态
优化完善。

据悉，全面推广使用前，人
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
会将陆续开展业务培训、文本解
读、诉讼服务匹配升级、诉讼服
务力量补强以及线上技术开发、
程序调试完善等工作，为如期实
现示范文本线下线上同步推广使
用做好充分准备。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在欧洲

常驻的记者曾亲历两件大事：乌
克兰动荡和伊朗核问题谈判。十
几年过去，当记者再次来到欧
洲，这两个问题的演变发展，远
远超越了当年的想象。导弹轰
炸、无人机突袭以及断壁残垣硝
烟四起的画面一次次提醒我们：
世界真的变了。

2004 年乌克兰爆发橙色革
命，尽管亲俄与亲西方阵营互不
相让，但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
总体上平和。谁也想不到多年之
后俄乌冲突的战火会吞噬这片土
地，并牵动整个欧洲。

2003年2月伊朗核问题浮出
水面，尽管维也纳的谈判桌上剑
拔弩张，但在当时，公然军事打
击伊朗核设施是不可想象的局
面。如今美国下场轰炸伊朗核设
施，伊核问题的演变让诸多国际
问题专家惊呼看走了眼。

进入新世纪区区20多年，世
界真的变了，变得让经历过全球化
最美好时代的人们感到措手不及。
曾经的热词“地球村”沦为陈年旧
词，个别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丛林
法则。一些人借用《三体》中的

“乱纪元”来形容如今国际秩序的
“礼崩乐坏”，倒也有几分道理。

谁把世界带入这“乱纪元”？
答案人所共知。

当年冷战结束之际，美国曾
对俄罗斯承诺：北约绝不东扩，
其边界止于奥得河以东。然而，
这一承诺在日后不断膨胀的北约
版图上，碎裂成渣。从波罗的海
三国到黑海之滨，北约的军事威

胁直抵俄罗斯边界，最终成为引
爆乌克兰火药桶的导火索。

伊朗核问题亦是如此。伊核
协议曾是艰难达成的精密平衡，
却在美国单方面撕毁协议后沦为
一张废纸。更讽刺的是，当美国
将与伊朗展开新一轮核谈之际，
其盟友以色列突然动手——定点
清除伊朗核科学家与军事高官，
轰炸核设施与军事目标。一明一
暗，“红白脸”唱得天衣无缝。

美国的肆意妄为在2025年达
到新“巅峰”。以色列在加沙造成
的人道主义灾难让诸多欧美民众
都看不下去，加沙沦为“人间地
狱”，无辜民众死难。而白宫居然
提出“清空加沙”“开发加沙”计
划。对伊不宣而战更是对《联合
国宪章》禁止武力侵略主权国家
的公然违反。美国空袭伊朗核设
施也违反了 《不扩散核武器条
约》 要求保护和平核设施安全，
核设施不得成为攻击目标的规定。

在美国政府看来，唯有战机
和炸弹是真理。轰炸伊朗核设施
之后，白宫威胁伊朗“若不达成
和平，将有更多目标被摧毁”。尽
管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向国会证实

“伊朗未建造核武器”，国际原子
能机构报告其铀浓缩限于60%，
美以仍“先发制人”发动袭击。

当美国表态“坚定支持以色
列自卫权”，而加沙平民与伊朗核
科学家沦为“附带损伤”时，人
类政治文明已退回弱肉强食的原
始状态。当欺骗成策略、越界成
常态、丛林法则成圭臬，对人类
政治文明而言，意味着可悲的倒
退。 新华社伦敦6月23日电

谁把世界带入“乱纪元”?

我国法院将就部分案件全面推广
使用起诉状答辩状示范文本

■新华社记者 王文华 闫起磊
郭雅茹

燕山脚下，渤海之滨，毗邻山海关，
遥望“老龙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标志性项目——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

作为承载着守护与传承长城厚重历史
文化特殊使命的现代化博物馆，山海关中
国长城博物馆为长城文化再添一座重量级
新地标。

横跨神州四万里山河，贯通中华两千
年文脉。长城，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
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在甘肃嘉
峪关考察时指出：“要做好长城文化价值
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民族
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凝聚起磅礴力量。”

窥一“馆”而知全“貌”。走进山海
关中国长城博物馆，触摸“长城砖”，领
略世界文化遗产；品读“长城韵”，浸润
中华文明；感悟“长城魂”，传承民族精
神。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新地标”

走进坐落在河北省秦皇岛市的山海关
中国长城博物馆，站在宽24米、高9米
的巨型玻璃窗前，600余岁的角山长城尽
收眼底，被“请”进博物馆的角山长城成
为特殊的“镇馆之宝”。这一精心设计折
射出长城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理念。

依偎在角山长城怀抱中的山海关中国
长城博物馆，整体建筑与苍翠山峦浑然一
体、磅礴大气。

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
集文物保护、收藏展示、教育科研、休闲
体验于一体的现代化博物馆，为国家一级
博物馆。

“秉持‘藏’与‘融’的理念，整体
造型取意长城‘方城’与‘城台’，巧妙
融入长城历史肌理。”山海关中国长城博
物馆馆长张博威说。

博物馆空间丰富。馆内设有“世界遗
产 民族脊梁——中国长城历史文化陈列
展”“天下第一关——万里长城山海关专
题展”“精神永驻 守正创新——筑成我们
新的长城专题展”“长城两边是故乡——
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等常设展览。
目前，对外开放的还有“甲光向日金鳞
开——中国历代甲胄兵器展”。

漫步馆内，“万历三年左营造”“万历
拾贰年滦州造”“天津秋班中部造”……
博物馆内由“文字砖”排列而成的展墙十
分显眼。“砖面即档案”，砖上铭文镌刻着
烧造长城砖的营队番号、州县名称，是我
国古代“物勒工名”制度延续千年的实
证。

在距离博物馆几十公里的秦皇岛市海
港区明长城板厂峪段，长城砖窑遗址群被
精心地保护起来，已挖掘出的2号和4号
砖窑进行了保护和展示，在这里可以清楚
地看到砖窑内部构造和几百年前烧制的叠
叠青砖。

从一块块砖，到一段段墙，新中国成
立后，国家对长城的保护工作从未间断。
党的十八大以来，长城保护力度、深度、
广度大为拓展，尤其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使长城保护进入了新阶段。

以国家顶层设计为引领，长城沿线
15个省区市打破“各自为战”的分散局
面，一体化推进、高质量建设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和建设开展
以来，保护长城、弘扬长城精神价值提升
到前所未有高度。”燕山大学中国长城文
化研究与传播中心执行主任陈玉说。

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国家层面重点
项目，博物馆选址山海关这一集山、海、
关、城于一体的万里长城精华段落，本身
就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成
果。“这个馆承载着守护与传承长城厚重
历史文化的特殊使命，我们将通过公益活
动、国际学术交流等，推动长城文化走向
世界。”博物馆副馆长郭颖说。

从“建筑奇迹”
到“文明长廊”

“最陡峭的墙体”“最大的实心墩台”
“最密敌楼区段”……在山海关中国长城
博物馆，游客可以领略一系列“长城建筑
之最”。

从诸侯间筑墙防守的春秋战国长城，
到大一统时期的秦汉长城，从多民族参与
修筑的南北朝长城、金界壕，到集历代建
筑艺术精髓的明长城，长城凝聚了我国历
朝历代边疆防御、城市营建、军事管理、
区域发展等各方面的思想与智慧。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张玉坤教授团队借
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逐步实现对
7000多公里长城墙体及其附属设施的数

字化，并以数百万张照片建立数据库。
“长城是一个放射性的巨系统，具有

高度整体性和层次性。”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副教授李严说，数据库纳入了互市贸易
等与长城有关的系统，拓展了长城文化价
值挖掘和保护领域。

人口迁移、榷场互市、丝绸茶道……
在博物馆，长城展示给世人的不仅是“建
筑奇迹”“军事屏障”，也是“文化纽带”
和“文明长廊”。

“丝绸之路在长城的护卫下经河西走
廊出西域，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
非。”在“长城与丝路”示意图前，郭颖
介绍，长城与丝路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诸
多耦合与互动，同跨千年、共游万里，成
就了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的伟大诗篇。

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长城保
护不再局限于抢险加固、保护修缮，而更
重视文化价值挖掘。让长城遗产可观、可
感、可用，成为沿线各地创新长城遗产活
态传承的新场景。

北京市发布了长达400余公里的“京
畿长城”国家风景道，整合现有交通线路
与长城景区，打造独特的长城全域旅游新
体验。八达岭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优秀代
表，成为海内外游人感知长城的重要窗
口。

从“秦时明月汉时关”到“长城两边
是故乡”，烽火狼烟远去，长城“蝶变”
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的国家文化公园。

英国考古学家尼尔·哈蒙德和卡罗
琳·哈迪夫妇来到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访问颇受感动：“我们想以世界文化遗产
为桥梁，连结起英中双方在人文方面的深
层次交流。我们想告诉更多人，中国这座
伟大的万里长城，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和文明。”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今年正逢抗战胜利80周年，博物馆
里的“抗战中的长城”展陈吸引人们纷纷
驻足。一张张老照片，一个个老物件，都
是中国人民不屈抗争的真实写照。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在长城抗
战所展现的民族精神鼓舞下，田汉写出了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激
昂词句，经聂耳谱曲，最终完成了《义勇
军进行曲》创作，奏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
强音。

馆藏中，一条红领巾格外引人注目。

红领巾上绣着原长春市南关区平阳街小学
五一中队45名少先队员的姓名。

1985年，五一中队的师生给“老龙
头”修复工程工地寄来信件：“请你们代
表我们把泥土撒在修筑‘老龙头’的工地
上，希望你们亲手把红领巾挂在修复的

‘老龙头’上，让我们站在‘老龙头’上
展望祖国的未来。”随信附上的还有一条
绣满金色名字的红领巾和一盒长春的泥
土。

今天，在山海关“老龙头”，游客常
常在“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题词碑前驻
足凝思。发起于1984年的“爱我中华 修
我长城”活动，开启了社会集资修复国家
重点文物的先例。

海内外中华儿女赞助修复长城的热
情高涨，人们通过集资捐款、义演义卖
等，汇聚起关注长城、保护长城的磅礴
力量。

74岁的秦皇岛市民宋世钦凝视着展
柜中一门明代竹节炮，这是他用自己的珍
藏交换得来又无偿捐赠给博物馆的一件

“心头宝”，“长城博物馆是它最好的归
宿。”老人动情地说。

明代竹节炮、长城石夯、威远将军铜
炮……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馆藏文物
1.1万余件 （套），其中，民间捐赠文物
3000余件。

“2022 年起，我们面向社会征集文
物，激起了强烈回响。大量珍贵文物通过
捐赠入藏，极大丰富了展陈体系。”郭颖
说，征集工作如同修筑新的长城，凝聚着
社会各界的“众志成城”。

山海关区北营子村历史上是山海关
“一体两翼、前拱后卫”军事防御体系中
的北翼城。“今天，长城遗产成了发展乡
村旅游的宝贵资源。”北营子村党支部书
记李成锁说。

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董耀会说，长城
保护不仅是一项重大文化工程，还要推动
长城区域经济发展。

昔日长城如巨龙横亘，以砖石筑起保
护屏障；今朝社会各界守望相助，让斑驳
的城墙诉说新的时代精神。

正如博物馆“世界遗产 民族脊
梁 ——中国长城历史文化陈列展”的

“结束语”所言：无论是遭遇生死考验的
危机时刻，还是砥砺新时代的奋斗征程，
巍然屹立的古老长城，都激励着我们共同
筑起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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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文化价值 弘扬民族精神
——走进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