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西河池市
东兰县的韦拔群故
居前，矗立着一座
腰杆挺拔、目光坚
定的“拔哥”塑像。
前来参观的群众常
常 在 这 里 驻 足 瞻
仰，献上鲜花，向

“拔哥”致敬。
在广西，韦拔群

的名字家喻户晓，大
家亲切地称他为“拔
哥”，崇敬之情溢于
言表。在韦拔群故居
门前，伫立着10多

块因革命牺牲的韦拔群亲人的墓碑，诉说着那段
惊心动魄、英勇悲壮的历史。

“为了寻求人民翻身解放的正确道路，韦拔
群历尽艰辛奔赴广州寻找马列主义，牢固树立了
共产主义信念，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革
命’‘坚持’‘到底’，誓将革命进行到底。面对
国民党反动派密如蛛网的通缉追捕，他泰然自
若，视死如归。”覃迎庆是韦拔群故居的一名

“90后”讲解员。时隔近百年，每当讲起“拔

哥”事迹时，她仍然心潮澎湃。
“拔哥”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加入过

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在黔军做过参谋，在广州
参加了“改造广西同志会”。

1921年9月，韦拔群返回家乡东兰县，从
事农民革命运动。1925年初入广州农民运动讲
习所学习，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主
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农会和农民武装，把
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1929年8月，韦拔群被中共广西特委正式
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任右江苏维埃政府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
三纵队司令。1930年10月上旬，红七军主力奉
命北上，离开了右江革命根据地。北上前，红七
军集中在河池六甲一带进行整编，军前委根据中
央指示精神和全国红军统一番号，宣布把红七、
八军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共三个师。十
九、二十师北上，二十一师留下坚持右江革命根
据地斗争。韦拔群任二十一师师长，陈洪涛任师
政委。韦拔群坚决服从军前委的决定，立即把自
己从东兰、凤山带来的第三纵队1000多名官
兵，除留下七八十个体弱有病的战士外，其余全
部拨给主力部队北上，毫无半句怨言，充分体现

了共产党员以全局革命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韦拔群带领百

余人留在右江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游
击斗争。

为了革命事业，韦拔群一家10多口人惨遭
敌人杀害，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1932年10月19日凌晨，韦拔群被叛徒杀害于广
西东兰赏茶洞，时年38岁。

在东兰县城的韦拔群纪念馆，当讲解员提到
韦拔群一家亲属共有17人为革命而牺牲，没有
留下一名直系后人时，正在参观的一些游客不禁
流下了眼泪。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他用满腔的
热血和宝贵的生命践行了‘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的铮铮誓言。”前来参观的林东婷说。

壮乡英雄文化园管理处主任黄高线说，韦拔
群出生在封建富有家庭，他完全可以按照父辈意
图，循规蹈矩读书做官，成家立业，随波逐流逍
遥岁月。但他不贪图安逸享乐，不迷恋荣华富
贵，从小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以己之躯
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韦拔群精神内涵丰富，概括
起来就是“忧国为民、追求真理、敢为人先、无
私奉献”。

河池市政协副主席、东兰县委书记黄贤昌表
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东兰县把
拔群干部学院作为传承和弘扬韦拔群的精神和革
命先烈光辉伟绩的重要阵地，充分发挥学院学党
史、悟思想主阵地作用，特别在用足用活革命老
区红色资源上下足功夫，研发核心课程，开设情
景教学和现场教学等特色课堂。通过全面深入的
学习，弘扬拔群精神，造福老区人民。

（新华社南宁5月15日电）

韦拔群像。新华社发

韦拔群：为革命牺牲一切的农民领袖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湖塘，这是一
个洒满烈士鲜血的村
坊。”方志敏故居讲
解员娓娓道来，向参
观的游客讲述着湖塘
村的历史。土地革命
前，湖塘村共80余
户、约400人，到新
中国成立之初仅剩
29户、90余人，留
下的男丁几乎都是残
疾人。

湖塘村是江西上
饶市弋阳县的一个普
通村庄，方志敏曾从

远处眺望自己的家乡，他感叹自己不是一个文学
家，不能将眼前的美丽描写出来；他也看到了农
村的衰败和黑暗，村民苦到不能生活。

“我于一八九九年生于离漆工镇二里许的湖
塘村。在这长夜漫漫，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生活
着，我受着压迫和耻辱地生活着；我长大起来
了；我逐渐不安于这黑暗的时日；我渴望着光
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这是方志敏在遗稿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对家乡生活的回忆。
走进他的青春岁月，就走进了他的初心赤

胆，就理解了他的人生选择。
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求学时看到法国公

园门口的牌子上写有“华人与狗不准进园”，他
感到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
烧热，脸上都烧红了。”他感慨中华民族命运的
悲惨，但是依然相信，即使当下江山破碎、国弊
民穷，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1月，方志敏与邵
式平、黄道等领导弋横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
据地，领导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方志敏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赣东北实际相结合，创
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
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的根据地。

1934年11月底，方志敏奉命率红军北上抗
日先遣队北上，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离开中央苏区，红10军
团孤军北上危险重重。

前路凶险，方志敏又何尝不知，但他毅然担
当起这一重任。1935年1月，在降满大雪的怀
玉山中，方志敏不幸被捕，同年8月6日他在江

西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时年36岁。
女儿方梅只能看着爸爸的照片长大，当方志

敏牺牲时，她才3岁。
她出生后，父母把她寄养在江西一户老百姓

家中。方志敏最后一次与女儿见面时，他抱起2
岁的方梅亲了又亲。转身间，即成永别。

纵使远隔80多年，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亲
的不舍。

是什么，让方志敏不得不离开他最爱的人？
“共产党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我

加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地引以
为荣呵！从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给
党去了。”方志敏深情地向党告白。

在方梅21岁生日那天，母亲缪敏送给她一
本“迟到”的成人礼——《可爱的中国》。

“从此，我懂得了‘祖国’的意思——祖
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
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如今，方梅已是
年近九旬的老人。

距方志敏牺牲80余年过去，他的家乡湖塘
村早已今非昔比。

“湖塘村的先辈为党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我们有义务带领村民过上好日子。”漆工镇
党委书记汪国华介绍，2016年以来，江西各级
政府投入6000余万元用于湖塘村的建设，从村
庄里宽敞的柏油路、白墙黛瓦的民居，到设施齐
全的小广场、蓬勃发展的各项产业，湖塘村的面
貌焕然一新。

方志敏故居前矗立着一座方志敏身骑骏马的
铜像，他目光坚毅抬头远望，前方不再是战场的
烈焰，而是他一直憧憬的可爱的中国。

（新华社南昌5月15日电）

方志敏像。新华社发

方志敏：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新华社记者 赖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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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畅通涉白城市政法队伍问题线
索举报渠道，方便群众反映问题，白城市委
政法委成立白城市政法举报中心，位于白城
市中兴西大路2-2号（市委党校北门西侧）。
现向社会公布白城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线索
举报电话和邮箱。

1.举报电话：0436-3366685
2.电子邮箱：bczfjbzx@163.com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7:00
举报须知：
1.举报电话、邮箱受理白城市内涉法涉

诉信访事项、涉黑涉恶线索和政法干警违

纪违法问题的举报。如举报其他方面的问
题，请直接向有关部门反映。

2.举报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对所举报
内容的真实性负责。接受询问、配合调查
时，应如实提供情况和证据。对于捏造事
实、诬告陷害行为的，将依照有关规定严肃
处理；涉嫌违法违纪犯罪的，将依法处理。

3.本举报电话、邮箱实行实名举报，将严
格依法为举报人保密。

4.为保障举报人的合法权益，限制恶意
重复举报和垃圾信息，提高运行效率，本举
报电话、邮箱不支持重复提交举报。

5.仅列举出举报案件名称，无实质举报内
容的，不予受理。

白城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线索举报渠道

根据白城市政府统一部署，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2021年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攻坚行动，
现场督查检查中央和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
改任务落实情况、群众投诉举报环境问题办
理情况等。自2021年5月28日至6月30日，
开设受理群众来信来电举报的邮政信箱和举

报电话。邮政信箱：吉林省白城市8006信
箱；举报电话：0436－3203807。信访案件
办理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工作日每天上午
08:30-11:00、下午 02:00-05:00。主要受
理全市范围内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
建设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白城市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21年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攻坚行动

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余俊杰）记者6
月2日从教育部获悉，2021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1078万，比去年增加7万。教育部会同公安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部署各地严格做好
高考安全、考试防疫、招生录取等各项工作，确
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据介绍，教育部会同各地全面梳理考试管理
的安全风险，细化工作措施，严格工作标准。特
别是严守试题试卷安全生命线，强化制卷、运
送、保管、分发、回收等关键环节保密管理。

与此同时，有关部门依据刑法、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开展打击考试作弊等专项
行动，严厉打击“组织考试作弊”等“助考”
犯罪活动；采取多种检测手段，防止各种作弊
工具进入考场；采取多证核对、人机比对等措
施严防替考。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教育部指导各地严
格落实健康登记、卫生消毒、隔离设施等防疫措
施，保障考生和考务人员安全健康。针对近期个
别地区疫情情况，教育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进
一步细化防疫组考方案。

针对6月部分地区将进入台风、洪涝等灾害

多发期，教育部会同国家气象局、中国地震局等
部门密切分析研判高考期间极端天气、自然灾害
等预警信息，加强应急演练，确保对突发情况能
够快速反应、稳妥处置。

此外，开展高考“护航行动”。会同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等部门集中开展“清理互联网涉考违
规违法公众账号”“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
识”等专项行动。各地已排查清理虚假仿冒教育
考试机构公众账号360余个。招生录取期间，还
将开展招生预警或案例宣传，提醒考生和家长避
免上当受骗。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保障2021年高考安全平稳举行

小小邮票上，是牵动亿万农民的大事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
枚邮票。小小的邮票，记录了中国一个古老税
种宣告终结，也标注出亿万农民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记者在北京税务博物馆看到，这枚邮票面
值80分，图案充满深意：画面的上半部是一
个大大的“税”字，其中第一笔是个麦穗，象
征农业税；下半部如同被揭开的一角，揭开部
分的白色背面印有“2006年1月1日全面取消
农业税”字样，露出的底面上是蓝天、白云、
彩虹和肥美的牛羊、绿油油的庄稼。

在我国，征收农业税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公
元前594年，从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有
26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税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41%；到2004年，农业税占
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到不到1%。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分步骤取消农业税提
上国家议事日程：

——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五年
内取消农业税；

——2005 年，免征农业税的省份已有
28个；

——2005年 12月 29日，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以“162票赞成，0票反
对，1票弃权”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
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

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税从此宣告结束，中
国农民永远告别种田缴纳“皇粮国税”的历
史。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2006
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全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
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

取消农业税，让亿万农民有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

吉林农民谭业君的账本显示，2001年家
里当年结余是负数。“取消农业税后，每年
结转时再也没有出现过负数。”谭业君高兴
地说，以前是往外拿钱，现在种地国家还给
补贴。

时光荏苒。在这枚邮票上，揭开的一页早
已经翻过。这是和一个古老税种的告别，更标
志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郭建华的光影人生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郭建华，女，汉族，1953年7月生，中
共党员，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
书记、经理。

郭建华43年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地坚守
一个信念“为农民放电影”，把为群众放一部
好电影、让群众看一场好电影，作为自己人生
奋斗的目标。

从上世纪70年代当上农村放映员至今，
郭建华已从业43年。她从拉板车、抬机器、
走村串乡做起，与乡亲们结下不解之缘。她
说：“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情愿当一辈子乡
村放映员！”在当一线放映员的19年里，她
为农民放电影1.3万多场。在当站长和公司负
责人的24年里，她带领工作人员放映14万
多场。

郭建华将服务领域扩展至脱贫攻坚。她带
领放映人员深入71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和29个
贫困户较多的非贫困村，三年建立100个农村

扶贫电影放映点，放映电影近万场。她创新性
推出的“菜单式”放映模式被中央文化体制改
革领导小组作为优秀案例向全国推广。

郭建华放映过无数影片，让她刻骨铭心的
还是《焦裕禄》。她说自己坚持为群众放电影
的原因，源于电影《焦裕禄》里“焦书记拉着
板车在风雪中给老百姓送救命粮”的镜头，正
是焦裕禄精神激励着她一直坚守。她说：“今
后我要组织放映更多更好的优秀电影，为群众
送去更丰富的精神食粮，让焦裕禄精神发扬光
大、代代传颂。”

郭建华荣获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荣登“中国好
人榜”。

道 德 模 范

（上接一版）逐步打造六畜兴旺、齐头并进
的牧业养殖新格局；加强粪污、秸秆资源
化利用，探索种养结合、生物发酵等低成
本运作模式，力争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到90%以上；深入实施秸秆综合利用三
年行动，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推进秸秆资
源转化，确保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6%以
上；加强三类村建设，统筹调配涉农资
金，在南中北三片科学选择点位，分批次
开展“样板村”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年内
建成标兵村13个、先进村22个，实现三
类村“235”逐年梯次晋位的创建目标；
扎实推进农村“厕所革命”，拟改造农村厕
所5000户以上，有效改善农村群众生活条
件；继续开展“净美家庭”评选创建活

动，以“五美五净”“八项家风”为标准，
建立“村核定、乡审核、市确认”三级评
创管理体系，通过政策激励、物质奖励引
导农村群众广泛参与，力争全年评创“净
美家庭”2.1万户，创建“净美家庭”示范
村7个；开展农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持
续开展“六清”整治行动，对保洁服务每
月进行综合打分，细化考核标准，强化结
果运用，倒逼企业、乡镇责任双落实，共
同推进“净美乡村”建设。

时代呼唤担当，实干永无止境。洮南
市正聚焦“争当全省现代农业建设排头
兵”目标，围绕“农业升级”“农村发展”

“农民增收”，扎实开展乡村振兴工作，奋
力谱写洮南发展新篇章。

（上接一版）对革命前途的无比坚信；“打
断骨头连着筋……爬也要爬到延安城”，
这是面临重重关山时，对追随共产党的
无比坚贞。有了如磐的信念，共产党人才
铸就了“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脊梁、“乱云
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石破不可夺其坚”
的刚强，在漫漫征途上永远满怀信心。

像骆驼那样，砥砺坚忍不拔的意志。
这种意志力，是我们披荆斩棘的利器、攻
坚克难的法宝。凭着它，黄大发苦战 36
年，带领村民凿通了绕三重大山、过三处
绝壁、穿三道险崖的“生命渠”；钟扬跋涉
青藏高原16年，率领团队在高原为国家
收集了数千万颗植物种子；北斗团队接
力奋斗26年，百折不挠攻难关，成就了
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
统。创业是场持久战，唯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善于把绊脚石当作垫脚石，方能
闯关夺隘、筑梦圆梦。

像骆驼那样，激扬勤勉奉献的精神。
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
自己”，杨善洲“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李保国“帮山民致富，做太行愚
公”，一位位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战场上
忘我奋斗……不忘初心、忠诚为民、担当
奉献，深深植入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正
因为生生不息传承这一基因，我们铺就
了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康庄大道，赓续
着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优
良传统。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
走下去，定能到达。奋进新征程，面对前
进道路上“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各种风险
考验，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信念信心，甘为
党和人民忠实的“骆驼”，就一定能汇聚
坚不可摧的澎湃力量，过了一山再登一
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抵达新的发展境
界。 （据《人民日报》）

（上接一版）2020年，三合路营业所新增余额10500万元，超额完成企业收
入指标，同比多增7500万元，在全市营业所中名列前茅。

在业务处理过程中，黄冠军认识到没有高质量的工作效率，就谈不上优
质服务。为了更好地服务周边客户，展现新时代邮政服务新形象，他制定了
具体的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方案。利用班后时间组织营业所工作人员学习
金融法律法规和邮政储蓄管理制度及相关企业规章制度，坚持每月一竞赛、
每季度一考评……如今，“比、学、赶、帮、超”的学习风气已在所内蔚然成风。

正是他一心扑在“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普遍服务事业上，让他获得了
诸多殊荣。2016年、2017年，黄冠军两度获得吉林省邮政公司“优秀客户经
理”荣誉称号；2020年，被白城市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1年，被吉
林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黄冠军扎根邮政基层工作近10载，发扬无私、负责、求实、创新的忘我
工作精神，带领所在网点员工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得到了上级领导和客户
的好评与支持。面对荣誉与成绩，他不骄不噪，始终践行着“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企业理念，矢志不渝，匠心筑梦。

真诚服务赢民心洮南脱贫摘帽劲不松 乡村振兴启新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