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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永放光芒 初心照耀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福建篇

在科技创新中追求卓越
推动形成国际新标准

土动力学、防微振专家潘复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
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
到光辉的胜利。”1927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
先驱李大钊在刑场上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尽
管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8岁，但其高尚的形象
历经岁月，始终屹立在中华儿女心中。

“我虽然没见过爷爷，但是他一直活在我
的心里。爷爷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人格风范
如同一本教科书，是一面纯洁思想、净化灵魂
的镜子，深深影响着我的人生。”李大钊之孙、
69岁的李建生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讲述
了爷爷与父辈们的故事。

“孤松”明志 献身革命
1889年10月，李大钊出生在渤海之滨一

个名叫大黑坨的村庄，从小双亲离世，他跟着爷
爷李如珍长大。4岁时，爷爷亲自教他识字，严
加管教，意欲把他培养成一位读书知礼的人。

“爷爷早年间刻苦求知，心怀天下，坚定理
想，与他从小所处的苦难环境有很大关联。”李

建生说，爷爷曾经给他自己取笔名“孤松”。多
年后，李建生读李大钊写的《游碣石山杂记》等
文章，感受到他很喜爱碣石山风景区的五峰
山。五峰山是石头山，山顶基本不长植物，少
许松树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其生命力之顽
强，让人印象深刻。爷爷以“孤松”明志，就在
于他相信自己开创的事业有很强的生命力。

1913年，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
校毕业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进修政治经济学，
一边学习一边关注时局，思考救国良策。
1916年李大钊回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
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
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
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
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
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1919年写在
文章《牺牲》中的一段话，后来成为李大钊的
名言，他也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
解放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李大钊也很关心妇女解放，他在《战后妇
女问题》里提道：因为妇女占总人口的一半，

妇女不解放，社会就成了一个“半身不遂”的
社会。他视妇女解放运动为整个无产阶级解
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妇女
理论分析中国妇女问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爷爷的一生太短暂了，但他像中国共产
党历史上无数为国求索的英烈一样，有着坚
定的理想信念和鲜明的政治立场，为革命、为
共产主义牺牲了一切。”李建生说。

传唱红歌 寓教于乐
“爷爷爱唱革命歌曲，爱下军棋，这都是

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知的。爷爷爱好广泛，
情趣高雅，我从大伯李葆华《父亲的习好》这
篇文章中，了解到爷爷喜欢美术作品、瓷器、
养花、书法、体育、音乐等。”李建生说。

令李建生印象深刻的是，爷爷教大伯李
葆华和大姑李星华唱歌，父亲李光华又向大
姑学唱了不少革命歌曲。李星华在《回忆我
的父亲李大钊》一书中写道：每逢下雨天，我
们的歌声就不那样低沉，而是嘹亮起来；雨下
得越大，我们的歌声就越高。 （下转2版）

弘扬大钊精神，传承对党忠诚的家风
李大钊之孙李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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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 田珊檑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回母校，再看看
给我留下了很多青春
回忆和美好生活的地
方……”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北京东城区
78岁的退休老教师
关玲因突发脑梗很难
再走出家门，当世界
小到只有家的时候，
以往的岁月一幕幕在
脑海中呈现，她时刻
惦念母校——北京市
第五十四中学，那个
她一生中最难以忘怀
的成长摇篮。

得知关玲的心愿
后，在全国妇联指导
下，北京市东城区妇
联联合北京昭阳社会
工作发展中心等社会
组织开始了积极行
动，成为“我为妇女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巾帼志愿服务关爱行
动在基层深入开展的
生动写照。

日前，关玲如愿
地回到母校。刚到校
门口，看到“欢迎关玲
校友回母校”电子条
幅，关玲十分激动，哽
咽着久久不能发声。

“哎呀，那就是我
呀！”关玲是五十四中
1958级学生，在校史
馆，这位坐在轮椅上
的老人激动得直拍
手，她看到一张她和
老师、同学们在“五四
农场”的合影，那青涩
浅笑的脸庞和橱窗前
苍老面孔相遇的那一
瞬间，已过了整整60
年，她似乎回到了少

年时代，回到了人生成长和梦想起航的
地方。

在大家的陪同下，关玲还参观了校
园操场、教学楼等地，她时而激动、时而
欢笑、时而感慨、时而落泪。

“母校培养了我，让我养成好思想好
品格好习惯，我一生受益！”参观期间，关
玲从包里拿出一摞荣誉证书交给学校，
有优秀班主任、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园丁
奖……

她激动地说：“向母校报告，我在教
师岗位上工作了36年，得到很多荣誉，
我没有让母校失望。”

此次圆梦之行是东城区妇联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妇女儿童和家庭办
实事的具体行动，通过发动企业、社会组
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把实事办好、把
好事办实，引导妇女群众听党话、跟党
走，奋进新时代。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刘旭 发自
井冈山 一个个红色故事感人肺腑，一段
段红色记忆震撼人心，一篇篇红色诵读
浸润心灵……5月17日，由全国妇联策
划指导的“颂党恩 传家风”红色家风故
事接力宣讲活动在江西井冈山举行。全
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黄晓薇出席，并为当地家庭带来一份
特殊的礼物——《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
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

活动开始前，黄晓薇与参加宣讲的
康克清大姐亲属康昭模一家，红军烈士
谢桂标后人陈平梅母女，老革命军人陈
训杨后代陈传球父子座谈交流。康昭模
介绍他们传承朱德与康克清老一辈革命
家的优秀品质，带动家族300余人参与
红色宣讲。陈平梅30年来致力于整理
研究井冈山红色故事和红色歌谣，女儿
也成长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一家人已
为20多万游客志愿宣讲红色故事。百
岁老人陈训杨身经百战，立下赫赫战功，
却深藏功与名，身体力行教导子孙永远
听党话、感党恩。

黄晓薇为大家点赞道，你们的故事
非常感人，让人深受教育。强调正是无
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我们
今天的幸福生活。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将“革命理想高于天”、先

“大家”后“小家”、舍“小家”为“大家”的
伟大精神传递给千千万万家庭，传承好
红色家风，让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代代
相传，让爱党爱国爱家的红色种子根植
在孩子心田，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她要求各级妇联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宣传教育进入寻常百姓家，在办实
事上持续用力，让妇女群众受教育、得实
惠，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引导广
大家庭颂党恩、传家风，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精神血脉，铭记党史党恩，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在宣讲现场，康靖希家庭的《我要上
山当红军——康克清的故事》、余梓洋家
庭的《红谣里的党史》、刘翌峥家庭的《十
七棵松的故事》、陈传球家庭的《太爷爷的
军功章》以及宋雨宸家庭的《红色党旗 多
彩中国》等红色故事振奋人心，感人肺
腑。江西省妇女儿童中心的孩子们带来
的歌曲《井冈山下种南瓜》，让人们看到了
红色种子正在孩子们中生根发芽。

据介绍，井冈山站是“颂党恩 传家
风”红色家风故事接力宣讲活动的第三
站。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文明出
席活动。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妇联
以及全省家庭代表、井冈山市茨坪小学
的学生和家长、巾帼志愿者等各界群众
代表共300余人参加活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珊檑

深夜12点多，92岁高龄的土动力学、防微振专家潘复兰
还在埋头学习和研究。桌上放着记满笔记的厚厚笔记本和环
境振动相关研究资料。

她家茶几旁摆放着一摞报刊，每日阅读国内和国际新闻，
了解时事动态已成她的习惯。

尽管眼花了，学习和研究时，潘复兰依靠“双镜”，眼戴一
副老花镜，手拿一个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写、记。在她看
来，要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千万不能当“瞎子”！

“全国妇联、科技部等七部门联合启动‘科技创新巾帼行
动’……”近期，潘复兰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后兴奋不已，目
前正在着手准备一篇环境振动领域大论文并计划申请专利，
表示要做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的践行者，继续做勇攀科技高峰
的奋斗者。

“笨鸟先飞”追求进步
潘复兰退休前任职于中国兵器工业第五设计研究院，长

期从事土动力学和防微振方面的科研工作，曾荣获全国科学
大会奖、重大科技成果奖、国家科技进步奖；连任第五、六、七、
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多次被评为兵器系统的劳动模
范，多次被评为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中央国
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

当被问起攻克一个个科研难关的诀窍时，潘复兰告诉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我就是笨鸟先飞，坚持学习，一直追求
进步而已。”

1953年，潘复兰毕业于武汉大学土木工程系，选择从事
这方面的学习研究，完全是因为当时国家发展建设需要这方
面的人才。刚开始学习时，潘复兰便遇到了难题。她发现自
己时常跟不上老师和同学们的节奏，别的同学总能提出很多
研究问题，她却提不出来。但潘复兰并没有知难而退，凭着一
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学习研究中。 （下转3版）

□ 新华社记者

这里，古田会议永放光芒，《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等不朽篇章点亮了中国革
命的灯塔……

这里，10万多人参加红军，2.6万多人
参加长征，到达陕北仅剩2000人，松毛岭
保卫战、湘江战役……见证了他们的热血
忠魂。

这里，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熟悉和牵
挂的地方：在福建和中央工作期间，他先
后 20 次来到这里，亲自擘画发展蓝图；
2014年，他亲自决策和领导，在古田召开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引领人民军队重整行
装再出发。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进入
新时代，闽西老区人民牢记嘱托，传承红色
基因，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正徐徐
展开。

长征路上，2.4万名闽西子
弟壮烈牺牲

【听烈士后人讲述红色故事】

今年清明，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复村64
岁老人钟铁林和当地30多位村民一起，来到千
里之外的广西全州，看望埋骨于此的亲人。

钟铁林的大伯钟兆煌，出生于 1903
年。“1931年，大伯在中复村参加红军，走后
再无音讯。”钟铁林告诉记者，数十年来，家
人一直在找寻大伯下落。

直到2017年，龙岩电视台一位记者在
广西拍摄了湘江战役英烈名册照片，钟铁林
在名册上终于看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才知
道大伯当年血染湘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故事背后的历史】

闽西龙岩、三明，是原中央苏区核心

区。土地革命时期，10万多闽西子弟参加红
军，2.6万多人参加长征，开路先锋、断后阻
击，血战湘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2.4
万多人牺牲在路上，平均一里路牺牲一名闽
西战士。

1934年底打响的湘江战役，为掩护主
力红军突破湘江，主要由6000多名龙岩、三
明子弟兵组成的总后卫红34师几乎全部牺
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已经无从考证。

中共龙岩市委党史方志研究室主任苏
俊才告诉记者，在广西兴安县湘江战役烈士
英名廊上，找到了400多位长汀籍烈士名
字，只有23位烈士有后代，其中6位有亲生
子女，其余是亲戚的子女过继到其名下。

闽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上有着特
殊的分量。上杭县古田镇，白墙青瓦的古田
会议旧址庄重沧桑。1929年12月，红四军
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确立了

“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引着中国

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在被誉为“红色小上海”的长汀县，红军

第一次有了统一的军服，有了自己的斗笠
厂、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三明宁化，被称
为“中央苏区乌克兰”，是中央红军重要的给
养和后勤保障基地……

永远不要忘记老区，永远不
要忘记老区人民

【听总书记讲述红色故事】

闽西这片红土地是习近平总书记熟悉
和牵挂的地方。

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期间，习近
平总书记在福建古田同老红军、军烈属等代
表座谈时深情地说，“闽西，我很熟悉。这是
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
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
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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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8日宣
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19日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同
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见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又讯 新华社北京 5月 18日电（记者 马卓言 孙楠）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8日在回答有关中俄元首将共同见
证两国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的提问时表示，今年是《中
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周年，此次活动是习近平
主席和普京总统年内首次双边线上交往，对引领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赵立坚说，核能合作是中俄传统优先合作领域，近年来发

展迅速，受到两国元首高度关注。2018年6月，在习近平主
席和普京总统共同见证下，双方签署了核领域一揽子合作协
议，商定合作建设田湾核电站7、8号机组和徐大堡核电站3、
4号机组。这是中俄迄今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代表着两国
务实合作的高水平。四台机组顺利开工，既展示了中俄在高
端装备制造和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合作成果，也将助推双方
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升级。

“此外，核能具有清洁高效特点，四台机组建成后将有效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既体现了中方力争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的坚定决心，也彰显了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有力担
当。”赵立坚说。

中俄元首将共同见证中俄
核能合作项目开工仪式

5月18日，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当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上海全市各文博单位推出种类众多的“文博大餐”，吸引公众走进
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博物馆里的“文博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