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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翰：就义感召“后来人”

新华社长沙5月21日电（记者白
田田）湖南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一
条青石小道通向夏明翰故居。这是一
座深宅大院，有40多间房屋。来到
故居的参观者常心生疑问：“一个富
家子弟为何舍弃安逸生活投身革命？”

正是从这里出发，夏明翰走上了
革命道路，一步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

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并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气壮山河的就
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 （1900—1928），字桂
根，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12
岁时随全家回到家乡衡阳。少年夏明
翰，贴近劳苦大众，表现出对国外列
强的强烈不满。有一次他和母亲途经
汉口时，看到滔滔长江上悬挂外国国
旗的船舰横冲直撞，心中无比愤慨，
当即写下“国耻恨难消”的诗句。

1917年春，夏明翰违背祖父意
愿，怀着“工业救国”梦想，考入湖
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们走出
校门，开展了一系列爱国运动。

1920年，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
毛泽东。1921年，经毛泽东、何叔
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
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
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代
表人力车夫向当局严正表明“我们反
加租，我们要活命”立场，领导工运
取得胜利。

1924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
省委委员，负责农委工作。1926年2
月，他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
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秘书。1927年6月，夏明翰回湖南
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同年7月，
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发动秋收起
义。10 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
（江）浏（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
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年1月，党组织决定调夏明
翰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
女儿夏芸出生才两个月，夏明翰只能
离妻别女独自前往武汉。临行前，他
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特意从街铺买
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郑家钧，并以
诗明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
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
验不变心。”

1928年 3月18日，由于叛徒出
卖，夏明翰不幸被捕。3月20日清
晨，被押送刑场。行刑之前，敌人问
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大声道：

“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写下了
那首传颂至今的就义诗。

年仅 28 岁的夏明翰壮烈牺牲
后，谢觉哉等同志组织工人将夏明翰
的遗体偷运出来，安葬在汉阳城外长

江江畔的鹦鹉洲上。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

明翰牺牲后的3月22日，弟弟夏明震
在湘南暴动中英勇献身。同年6月，
妹妹夏明衡面对敌人的抓捕，殉身成
仁。弟弟夏明霹、外甥邬依庄也先后
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夏明翰故居的陈列室里，保存着
夏芸2005年从江西寄来的书信复印
件。这位烈士后人在信中情真意切地
写道：“在和平年代，要当好‘后来
人’，只有堂堂正正为人，踏踏实实
工作……永远保持光荣传统，爱国爱
民，廉洁奉公……”

“夏明翰是共产党人坚守共产主
义信仰的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中
共衡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志春
说。如今，衡阳建有夏明翰广场、明
翰公园、夏明翰中学，不定期开展红
色主题宣传活动。

夏明翰烈士牺牲整整90年，他
立志图强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而其精神历久弥新，感召和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夏明翰像（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高铁建设现场的特殊“考试”

6月26日，大熊猫“健健”（右）和“康康”在享用特制的“生日蛋糕”。
当日，中央政府赠送澳门特区的大熊猫“开开”“心心”的双胞胎儿子“健健”“康康”

迎来2周岁生日。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工作人员为这对大熊猫双胞胎和妈妈“心心”准备了
特制的“生日蛋糕”。 新华社记者张金加摄

6月26日，农村消防应急队员在贵州省榕江县古州镇城北新区体育场参加消防技能比赛。
近日，各地消防官兵开展消防演习与技能比赛，检验消防救援能力，为夏日安全保驾护

航。 新华社记者李长华摄

6月26日，太阳镇乡村振兴工作队的党员汪立勇（右）在稻田里了解承包户的实际需求。
临近“七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各基层党组织积极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党员们

通过重温入党誓词、美化乡村环境、义务献血、送法送科技下乡等活动，进一步发挥基层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健康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我国首次对省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

父女接力四十载 只为满目河山绿
●新华社记者 董建国

40年前，福建省仙游县盖尾镇莲井村的农
民李金耀与村里签订合同，承包了当地马山
1200亩的荒山造林，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家庭林
场。李金耀病逝后，女儿李美和接下父亲未竟的
事业，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大山。从一片
荒芜到满目苍翠，父女两代接力四十载，让山河
披绿，让绿色的梦想绵绵传递。

“父亲包山吃了很多苦，但他从来没有半句
后悔的话。我在林场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我也
离不开这座山。每天一出门就是满眼葱绿，这种
感觉胜过了万千财富。”鬓角斑白的李美和日前
在林场的家中对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环顾大山四周，但见如今的马山层林叠翠，
松涛阵阵，漫山遍野的马尾松、杉木、油桐等树
木郁郁葱葱。不过，在上世纪70年代，马山却是
一副“无树光溜溜，下雨沙石流，泥石盖良田，年
年粮歉收”的景象。

1979年春天，村里的护林员李金耀因为看
不得集体的山地继续抛荒，便向大队申请承包
荒山种树。经过激烈的讨论，李金耀与大队签订
了一份条件苛刻的合同，承包马山1200亩的荒
山造林。

合同规定：林场所有投入由承包者负责，村
里不出任何投资。林木投产后，马尾松收入全部
归大队；新植的杉木90%归大队，柠檬桉60%归
大队，油茶等油料收入双方各一半……双方都
怕对方反悔，在合同上约定“千年不变”。

其时，签名的、盖章的可能都没有想到，那

是中国第一份林地承包合同，李金耀也因此成
为中国承包荒山、创办家庭林场的第一人。

那一年，李美和刚刚16岁。她回忆说，父
亲承包荒山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举动。父亲
当年执意要包山凭的就是那股韧劲，他坚信

“人勤地不懒”，只要下苦功，荒山总有变绿的
一天。

造林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买苗购肥、林场
盖房、兴修进山道路、雇工劳动样样都要花钱。
李金耀变卖了家当，近十万株松、杉等树苗种
下了，林场初具雏形。由于个人分成的收益太
微薄，尽管到1987年，马山林果的资产价值达
到了300万元，但李金耀却留下29万元债务辞
世了。

父死女继，梦想不变。“父亲把最后的心血
都浇灌到山上。父亲走时，林场一下没了主心
骨。我当时就一个念头，不能让林场倒了，不管
多难，我都要把父亲的梦想给继续下去。”李美
和说。

与债务一样沉重的，还有林场与周边村民
的矛盾。当时林场周边有5个自然村，村民习
惯上山砍柴割草、放牛牧羊，由此引发的冲突
不断。

种种磨难都动摇不了李美和的信念。立志
要把马山带出困境的李美和总结了父亲育林
的经验教训，一方面种植龙眼、枇杷等经济林
增加收入，一方面鼓励员工投劳入股，参与股
份合作。林场出土地、苗木，民工投工、折价入
股。同时，想方设法支持公益事业，努力改善村
场关系。

2003 年，福建省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
革，李美和终于盼来了政策的春风，莲井村以
公开招标方式转让马山林场55%山林股份，
她一举中标，股权达70%。这年 8月，她又拿
到了林权证，真正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
定心”。

为了扩大经营规模，李美和在周边乡镇继
续承包荒山造林，目前承包的山林已经超过了

5000亩。昔日水土流失严重的马山，如今已建
成林丰水美的生态经济型林果基地，成为取之
不竭的绿色银行。

“现在，马山的林木蓄积量已由当年的
5000多立方米发展到10万立方米，林场的固
定资产也由30多万元发展到2000多万元。”
李美和骄傲地说，“我现在开始培育名贵树
种，自己也种了不少，像这一片就是降香黄
檀，虽然要六七十年后才能成材，自己可能看
不到了，但心里很踏实，相信子孙们是能看得
到的。”

“山绿了，树大了，人也老了。这些年，不管
是艰难的时候还是高兴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父
亲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有青山就有一切，就什
么都不用怕。”望着周围的莽莽林海，谈起这多
年来的风风雨雨，李美和感慨万千。她说，她还
有更长远的打算，目前正在谋划兴建马山“森林
人家”，发展生态旅游，带动周边更多的群众致
富。 （新华社福州6月26日电）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者胡浩）记
者26日从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获
悉，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日前向各地派出
32个核查组，对31个省级人民政府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实地核查。

此次实地核查是地方自查自评、专家网上
评估、第三方监测和满意度调查等一系列对省
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工作的重要环
节。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次对省级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评价。

据介绍，此次核查的内容主要是贯彻执行
党的教育方针情况，落实教育法律、法规、规
章和政策情况，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情况，统筹
推进教育工作情况，加强教育保障情况，规范
学校办学行为等6个方面、38项测评内容、
92个测评点。核查将采取召开政府见面会，

查验档案资料，核查相应省级责任部门，抽查
有关市、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学校，开展随机
访谈等形式进行。

核查后，将综合此次工作各环节的评价结
果，对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履
行教育职责情况作出整体评价，形成国家评价
年度总报告、分省报告，针对存在问题督促地
方限期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
开展“回头看”和随机复查工作，达到以评促
建、以评促改的目的。

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是指
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管理、保障、推进本行
政区域内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有关情况
的评价。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对省级
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要求评价
工作每年开展一次。

新华社银川6月26日电（记者任玮）临近
午夜，宁夏、甘肃交界处的甜水堡镇万籁俱寂，
远处山洼中一处施工现场却灯火通明，工人们
正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当气温降至一天
中最低，他们开始动起来。机器的轰鸣声中，混
凝土泵车伸出长长的泵管，向悬吊半空的桥梁
挂篮内浇筑泥浆。钢筋绑扎而成的挂篮像个可
移动模具，每完成一次“空中浇筑”并向前推移，
桥身就“长”出一节。

这里是银西高铁甘宁段8标段大良洼特大
桥100米连续梁的合龙现场。相向而建的两段
桥身在这里相遇，当最后2米空隙被填满，近2
公里长的大良洼特大桥全桥合龙，标志着银西
高铁建设又向前迈进一步。

“在气温最低时合龙，待温度升高后，由于
热胀冷缩原理，合龙处会结合得更加紧密，反之
则会出现缝隙裂痕。”银西高铁甘宁段8标段项
目经理部副经理秦维明说，连续梁合龙是大桥
建设的重点控制环节，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影
响他所在班组的“考试”成绩。

前不久，这些高铁建设者们迎来一场为期
半年的“考试”。今后，他们要围绕工程进度、安
全质量、技术创新等展开竞赛，每两个月进行一
次考核评比。

正在施工中的银西高铁全长约618公里，跨
陕西、甘肃、宁夏3省区，连接整个黄土高原，是穿
过陕甘宁革命老区腹地的第一条高铁，也是我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其中一纵的重要一段。
“竞赛、考评是为了比学赶超，推动银西高

铁又快又好建设。”银西高铁甘宁段8标段项目
部工会主席方煜说，截至目前，他所在标段承建

的桥梁已完成78%，路基填筑完成79%，涵洞
完成100%。下半年，项目部连续梁要全部合
龙，458片箱梁全部完成预制……一座座大桥
完工，将搭起支撑高铁运行的“脊梁”。

迎接这场比进度、拼质量、赛创新的“考试”，
高铁建设者们说，要讲良心、有信心、将心比心。

“我觉得考评的不仅是技术水平，更是自己的
良心。修桥铺路，安全质量是关系千家万户、人命
关天的大事，手底下的活儿丝毫马虎不得。”路基
填筑班组的周勇说，他们每次施工都要用仪器仔
细测量厚度、平整度等指标，确保路基的稳定性。

高铁建设技术的飞速发展，也让一线建设者
更有信心保质保量完成任务。记者在中铁上海局
环县甜水堡制梁场见到秦立成时，这位负责钢筋
加工的技术主管对“迎考”底气十足。“以前全靠
人工手动，技术不熟练可能生产出残次品。现在
有啥好担心的，每个加工环节都由电脑操控，只
要按图纸输入数据，一般不会出现误差。”

在铁路建设领域从业近20年，秦立成见证
了机械化作业取代手搬肩扛，数据分析、实时监
控助力肉眼观测、经验判断，对日新月异的科技
力量赞不绝口。

没有高铁就没有速度，来自河南省信阳市
明港镇的电焊工徐兴国对此深有感触。“你别看
我老家是个小镇，好几趟高铁在那儿停，我坐高
铁到西安只要3小时，但从西安再到盐池县这
里来干活，坐大巴要9个多小时。”

“早一天修通高铁，宁夏、外地的工友往来
务工，就方便多了。”徐兴国说，2020年银西高
铁全线通车后，从西安到银川将由14小时缩短
至3小时左右。

（上接一版）进一步扩大燕麦产业覆盖面和知晓度；要充
分利用现有条件，争分夺秒做好我市有机燕麦申报工作，
尽快完成由裸燕麦到有机燕麦的转变；要继续探索燕麦产
品多样化研发之路，引进先进技术和人才，促进深度融
合，创造出更加多样化的优质燕麦食品，在燕麦产业获得
更大发展同时，辐射带动我市特色农产品产业共同发展；
要继续探索燕麦发展新路径，吸引大型企业来白进行战略
合作，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销售渠道；要依托中小
型企业孵化基地，继续做好燕麦生产加工工作，邀请行业
专家帮助策划设计燕麦及相关食品，依托大型展会等平台
展示我市特色农产品，让白城燕麦声名远播。

在本次大会上，白城的燕麦良种繁育、连片生产、产
品研发等成果广受关注，表明了白城依托燕麦资源和技术
优势，在当下健康绿色产业蓬勃发展的大势中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而本次会议释放出的强化产学研用创新联动、促
进科研成果向产能转化等前瞻性信号，为白城燕麦荞麦产
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在科技
创新引领下，在产业发展驱动下，我们坚信，白城“小燕
麦”变成“大产业”、建成“东方燕麦之都”、白城燕麦走
向世界的日子为期不远！

突出科技引领 强化产业驱动
让白城燕麦早日走向世界

（上接一版）是否始终铭记誓言和志愿、始终永葆共产党
员政治本色。在此基础上，市委组织部召开了机关全体党
员大会，组织全体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3名党员干部
分别代表“70后”“80后”和“90后”，对照自己入党志
愿书畅谈了自己的思想历程、践诺表现和今后打算，表明
了践行新使命、不负新时代、奋力新作为的信心和决心。

这次主题党日活动，既是市委组织部庆祝建党97周
年的一项重要载体活动，也是开展争做优秀干部、争创一
流业绩“双争”活动的一项有力举措。全体组工干部表
示，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自己的党性进一步得到了锤
炼，今后工作中要以这次主题党日活动为新的起点，把入
党志愿融入组织工作实践，以更加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
立足本职，担当作为，踏实工作，努力以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和使命，用新担当新作为诠释入党誓言和入党志愿。

安徽灵璧：扶贫工厂进村头
新华社合肥6月26日电（记者吴慧珺）记者近日从

安徽省灵璧县了解到，为加大产业扶贫力度，该县将扶贫
工厂建在村头，让困难群众“足不出村”实现就业增收。

“我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也不能像别人一样去城
里打工。”李瑞荣告诉记者，有了扶贫工厂，不出村就能
上班，一个月能挣2500元钱。56岁的李瑞荣是灵璧县尹
集镇田路村人，一个月前来到田路村扶贫工厂学习缝纫技
术，如今已经能熟练地进行缝纫操作。

据了解，田路村扶贫工厂建成于2017年12月，2018
年3月引入灵璧县文威服饰有限公司进驻，现有员工39
人，其中贫困户12人。工厂以服装生产加工为主，产业
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强度不大，劳动力需求量大，在安置
周边贫困劳动力上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该厂每年向村
集体交付3万元的租金，为村集体带来一定的收入，用于
村级扶贫事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

像田路村这样的扶贫工厂，灵璧县已在73个贫困村实
现全面覆盖。扶贫工厂大都实行人性化管理，农民在农忙或
家中有事时，可以不来上班。工厂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
少劳少得，以充分适应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习惯。

天刚亮，灵璧县娄庄镇姚山村贫困户刘翠芹来到村里
的飞跃渔具厂，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在家门口打工，不
耽误照顾家里，每月能挣1500多元钱，农忙还不耽误种
庄稼，日子比以前好多了。”刘翠芹说。

记者了解到，灵璧的73个贫困村扶贫工厂建设已累
计投资3849万元，安置劳动力1833人，其中带动贫困人
口就业929人，人均工资达到1807元，全县贫困村集体
平均收入达到3.5万元，示范效应显著。

灵璧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唐锐表示，在扶贫工厂建设
中，灵璧县实现了送项目到村、送就业到户、送技能到
人，有效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的“造血”功能，从根源
上避免了边脱贫、边返贫现象。下一步，灵璧将充分挖掘
贫困村资源，因地制宜，进一步发展特色产业、培育龙头
企业，扩大扶贫工厂示范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