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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记者吴
文诩 张海磊）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
井区仲权镇竹元村，密林修竹中掩映
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
瓦、桩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
地诉说着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

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
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名继雄，
1905年6月9日出生。少年时期受五
四运动影响，阅读了《新青年》等进
步书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
年2月，卢德铭拜见孙中山，经孙中
山面试、推荐，被黄埔军校破格录
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25年2月，卢德铭参加讨伐军
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任学生军侦察
队长。同年6月毕业留校，在政治部
组织科当科员。1925年11月，调国
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
第四连连长。1926年5月，独立团担
任北伐军先锋，从广东省肇庆出发，
挺进湖南。6月初，卢德铭率部坚守
安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不仅打垮了
进攻之敌，还主动发起反击，全歼残
敌，受到叶挺的称赞。在平江、汀泗
桥、贺胜桥等战斗中，卢德铭指挥果
断，身先士卒，屡建战功，晋升为第
一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立团改编
为第七十三团，卢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
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

德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
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
2日，他率部开赴江西，未赶上南昌
起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平江、浏
阳农军会合。

9月，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毛泽
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中共湖
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受挫
后，在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议
上，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起
义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
区。卢德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认为再攻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这一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想起到了
重要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
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部队
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

9月25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
发南进。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

三团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危急时刻，
卢德铭挺身而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
前往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制高点，
用猛烈的火力还击敌人，同时指挥被
打散的第三团官兵迅速向前卫部队靠
拢。在这场恶战中，卢德铭不幸身中
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对卢
德铭深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
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
德铭！”

卢德铭已经牺牲90余年，历史
和人民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军
队建立发展做出过贡献的革命英烈。
如今，烈士家乡仲权镇建有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卢德铭烈士事迹陈
列室和卢德铭烈士纪念馆，原貌保护
卢德铭故居的部分房屋。全区还集中
实施了征集德铭精神表述语、重走革
命路等“九个一”系列活动，“德行
兼备、铭记使命”的卢德铭精神得以
弘扬和传承。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卢德铭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6月5日，游客在黄果树瀑布景区游览。
入汛以来，由于持续降雨，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境内的黄果树瀑布进入丰水期，水流湍

急，气势磅礴，吸引了众多游客。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6月5日，工作人员驾驶联合收割机在河北省磁县讲武城镇西陈村麦田里收割小麦。
当日，河北省小麦机收启动仪式在磁县举行。“三夏”期间，河北将有10万台小麦联合收

割机和100多万台拖拉机、夏玉米播种机等农业机械适时投入作业。 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西藏首个贫困村光伏农场建成

山西：技术改造资金提高到20亿元

6月5日，在和田市伊力其乡的“玫瑰巴扎”上，居民将玫瑰花瓣和花蕊分离，花瓣用于
制作玫瑰花酱。

六月初，位于新疆和田市伊力其乡的“玫瑰巴扎”逐渐进入尾声，但每日仍有不少当地
居民来到这里购买和制作玫瑰花酱。

和田玫瑰属于鲜食玫瑰，是大马士革玫瑰的变种，沿着古丝路来到中国新疆。和田绿洲
的居民把新鲜玫瑰制成馥郁芬芳、甘甜爽口的玫瑰花酱，成为当地颇具风味的日常调味品。
几个馕、一小碟玫瑰花酱，再配上一壶药茶，常常是普通农家的一顿饭。“玫瑰巴扎”就是当
地专为玫瑰花设置的集市。 新华社记者关俏俏摄

新华社太原6月5日电（记者王劲玉）记者从山西省
财政厅获悉， 2018年，山西将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由
2017年的10亿元提高到了20亿元，并对《山西省技术
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加强
预期目标的导向作用，更加合理地划定资金支持对象、范
围和比例。

据介绍，2017年，山西下达的技术改造资金共撬动社
会投资484亿元，全年技改投资完成617.2亿元。2018年一
季度，全省工业企业技改投资完成72.5亿元，增长32%，高
于工业投资近40个百分点，占全省工业投资比重29.8%。

此次重新修订的《山西省技术改造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暂行办法》对构建山西现代产业体系至关重要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以及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先进制
造业项目的支持比例提高为基准利率的2倍（8.7%），其
他项目提高为基准利率的1.5倍（6.525%）。此外，还增
加了奖励支持方式，并突出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延伸扩大
了支持范围和领域。

下一步山西省将通过发挥技术改造专项资金的引导作
用，加快推动新兴产业规模化、智能化、服务化发展，传
统产业循环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为实现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有力支撑。

位于海南省西部的尖峰岭，拥有保护完好的原
始热带雨林，从滨海地带至1412米的主峰，垂直分
布着8种植被类型，孕育了3000多种植物和4700
多种动物，被称为“热带北缘生物物种基因库”。

53岁的刘大业日常的工作是在这片雨林中穿
行。每个月不少于22天，行程近百公里。在行进
中他要注意是否有偷猎者的踪迹、排除森林火灾隐
患、知悉动植物的情况，同时对环境进行监测，维
护这个“绿色王国”的自然和谐。

“现在从事这份工作，有点赎罪的感觉。”刘大
业说，“经历从伐木工到护林员的角色转换，我们
的心理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60年前，这片壮美的热带雨林是一个森工采
伐企业的所在地。当时这家森工采伐企业是海南八
大企业之一，高峰时期有近6000名员工。这些工
人努力工作，为全国各地的建设工程输送木材。

刘大业说，“当时国家需要搞建设，需要优质
的木材”，只是采伐的方式现在看来不免太过粗放。

刘大业回忆，当年森工采伐企业下属的7个林
场，采用“中心开花”和“拔大毛”的方式采伐。
这种采伐方式，使得尖峰岭主林层次遭到严重破
坏，采伐后很难恢复。

刘大业带记者去看一辆满是铁锈的老式卡车。
这辆车厢长3.6米的车，却可以装下13米长的木
材，保证雨林里优质的木材能顺利运出去，是林场
往日繁忙情景的见证。随着这里停止木材采伐，这
些车被废弃了。

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绿色发展成为趋
势，这些珍贵的天然林资源被保护了起来。1993
年，尖峰岭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伐木工人
放下手中的斧头、锯子等，退出这片森林。1998
年，海南省开始实施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000年，刘大业回到这里，成为护林员，这一干
就是18年。

回首18年的护林员生涯，刘大业说自己每一
次雨林穿行，都像一场未知的探险。

热带雨林地形复杂，天气多变，通信困难，对
讲机、望远镜、水壶、手电筒等，是护林员每次巡
山时要备好的基本装备。在雨林中穿行时被蚂蟥、
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还可能遭遇毒蛇、毒蜘
蛛等的“袭击”。

不仅自然界中的危险要时刻留心，护林员还会
面临惊险场面，比如和盗猎者正面交锋等。

有一次，两个盗猎者骑着摩托车闯入刘大业所
在的辖区。当时在关卡值班的刘大业一把夺过盗猎
者的猎枪……刘大业说那个时候自己完全忘记了害
怕，“当时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盗猎分子绳
之以法”。

记者问他工作辛苦吗？刘大业说：“当然辛
苦，但看到我们的保护成果越来越大，心里是高兴
的。”

据尖峰岭林业局统计，从1996年到2017年，
尖峰岭国家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区热带天然森林面
积净增加近6万亩；覆盖率增加4.61个百分点，森
林蓄积量净增165万余立方米。

（新华社海口6月5日电）

从伐木工到护林员
●新华社记者 王丽婧 代超 王海洲

新华社拉萨6月5日电（记者刘洪明）项
目总投资1200万元，已建设光伏电站规模1
兆瓦和大棚面积8000多平方米——西藏首个
贫困村光伏农场日前在山南市琼结县拉玉乡建
成。这一光伏农场在创新农光互补技术、提高
土地利用率的同时，增加了村民流转土地收入
和就业机会。

琼结县拉玉乡党委书记刘志相说，光伏农
场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率，按照“光伏+
农业+就业”的思路，农村流转土地，建成光
伏农场，吸纳劳动力转为有保障的职业农民。
贫困农户还可以土地入股享受分红，目前400
余人参与分红、50人实现就业。

拉玉乡贫困村光伏农场是利用阳光资源发
电的环保项目。“光伏发电板架子高4米，架
子间距10米，大型机械能直接开进农场，自
动智能喷管可给农作物施肥、灌溉，对村民来
说既省时又省力。”拉玉乡堆巴村第一书记索
朗措姆说，项目占用白那村和堆巴村共74亩
土地，一亩地年租金936元，比原来种农作物
的收入高，村民还可以来这里打工。

据了解，项目通过光伏发电与现代化科技
农业融合的方式，在“不改变土地性质、不改
变土壤结构、不改变土地基本耕作方式”的条
件下，推动农业用地综合利用，提高农业现代
化和绿色发展的社会综合效益。

（上接一版）减少工作量，节约政务成本，市医保
局投资50多万元，建设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实行
档案数字化管理，并成立档案管理中心，配备专职
人员管理电子档案。

如今，已投入运行的白城市智慧医保微信公众
平台实行的是分期上线运行。第一期上线运行后开
展异地居住申请、急症备案、意外伤害备案、工伤
备案、居民参保等业务。第二期将联接医院、药
店，在白城医保微信平台上直接办理医院在线咨
询、预约挂号、医疗支付、处方流转、定点药店购
药等业务，实现由医保缴费到医保支出的全场景一

站式便捷服务。同时，平台还可以实现查询个人医
疗、工伤、生育缴费记录，待遇发放记录，账户消
费明细查询，以及医保咨询、医保政策公告、医保
经办流程查询等功能。

目前，全市涉及医保经办业务，已有城镇居民
缴费、城镇居民参保、异地长期居住备案、急诊备
案业务、转诊转院等28项业务实现了“零跑腿”，
群众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不用来回跑腿，足不出
户，掌上就可办理医保业务。

百舸争流千帆竞,乘风破浪正远航。市医保局
的工作成果，得到了国家、省、市的认可，在

2015年度考核中，他们被省人社厅评为全省经办
管理工作创新奖和全省经办管理单项工作先进单
位；在2016年，被国家人社部评为“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系统2014—2016年度优质服务窗
口”；在2016年度全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经办管理
工作考核中，他们被省人社厅评为第一名……

从最初的落后，到如今的全省领先，短短数
年，白城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以勇于创新、敢于
担当的为民情怀，在改革路上阔步前行，在为全市
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保障同时,更为全省智慧医保
建设进行着积极的探索。

吉林百名“第一书记”进城摆摊 贫困村土特产成抢手货
新华社长春6月5日电（记者郭翔）土鸡蛋、

黑木耳、乡村旅游线路……5日一早，吉林省吉林
市世纪广场人头攒动，109名机关单位派驻贫困村
的“第一书记”进城摆摊吆喝，为昔日“藏在乡村
人不知”的优质土特产品代言。

吉林市丰满区前二道乡铁西村“第一书记”赵
天明带来了草莓，不到两个小时就售出大半，“我
们村的草莓和土鸡蛋品质都很好，市民试吃之后都
会购买些。”在丰满区政府工作的赵天明一年多前
被派驻到铁西村。“这一年多，村里发展起种植养
殖合作社，直接带动了贫困户86户151人，今年

底全村脱贫应该不成问题。”他说。
每个贫困村一个展台，大展板上印有“第一书

记”为产品代言的照片。除了发放宣传页等常规推
销手段，“第一书记”们还“各显神通”：现场摊煎
饼让市民试吃，在展台上用电脑播放宣传片，让村
民穿着东北特色的花衣裳推销……

今年初，吉林市启动“第一书记”代言活动，
通过“第一书记”为贫困村的农特产品、旅游产品
和乡村文化产品等代言推介，全面推动贫困村特色
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地增加贫困群众收入。

“特色产业和产品持续在发展，但此前的推介

宣传力度还不够。”来自吉林市环保局的曾丽圆现
在是蛟河市漂河镇青背村“第一书记”，她这次带
来了花海旅游、黑木耳和野猪肉3个产品。她说：

“这次进城摆摊，为我们村提供了优质特色产品的
展示平台，让大伙儿更坚信绿水青山能转化成脱贫
致富的金山银山。”

“第一书记”摆摊的同时还集体与当地的一家
电商平台签约，产品同步上线销售。据统计，109
名“第一书记”代言贫困村特色产品317个，形成
固定供销关系商家500多户，销售额达2800多万
元，带动3100户贫困户增收320万元。

湖北省出台创新举措加快创建中医药强省

新华社武汉6月5日电（记者田晓航 黎
昌政）湖北省拥有深厚的中医药历史文化底蕴
和丰富的中药资源，如何利用好独特优势，让
中医药大省变为中医药强省？湖北省近日出台
了加快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强化中医药发展
保障等系列创新举措。

湖北省建设中医药强省战略得到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5日于武汉举行的纪念
李时珍诞辰500周年暨湖北省中医药振兴发
展大会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湖北省政府
签订了振兴中医药发展相关合作协议，将通
过建立对口支援长效机制等方式，从项目、
经费、产业等方面加大对湖北中医药发展支
持力度。

湖北省是中医药资源大省。据省卫生计生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全省共有3974种中药资

源，居全国前5位，药材产量居全国第七位。
这里也是我国明代医学家、药学家李时珍的故
乡所在地，拥有深厚的中医药历史文化底蕴。

尽管具有中医药发展的雄厚基础和独特优
势，但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刘英姿认为，湖
北省仍然存在中医药传承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
问题，应从提高中医药服务供给水平、深化中
医药传承创新、唱响中医药文化品牌等方面，
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日前湖北省政府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医药
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
例如，允许高校、医院和科研院所中医药科技
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
70%；遴选效果好、价格优、应用广的医院中
药制剂在全省医疗机构内流通使用；中医药服
务医保报销比例可提高5-10个百分点等。

新疆实现助农取款服务点乡镇全覆盖
新华社乌鲁木齐6月5日电（记者尚升）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获悉，
新疆奇台县坎尔孜乡西坎尔孜村的助农取款服
务点于日前挂牌成立，这是银行机构在新疆农
村地区设立的第5831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至
此，新疆实现了助农取款服务点乡镇覆盖率
100%、村级覆盖率88.5%。

近年来，随着农牧民群众收入的不断增
长，各项惠农补贴的不断增多，农牧民群众对
金融服务需求量随之增长，为使农牧民能就近
享受取现、转账、消费、手机缴费等基础金融

服务，新疆2012年启动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建
设，致力于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尤其是 2017年，新疆聚焦南疆贫困地
区，加快助农取款服务点建设，填补了1000
余个支付服务空白村，其中7个重点脱贫县
324个助农取款服务点获得资金补贴，有效改
善了南疆地区支付服务环境。

今年，新疆将积极引导银行机构、支付机
构下沉业务，在向基层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
创新农村支付产品和服务模式，使农村地区金
融服务覆盖面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