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高敬 崔俊杰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
孕育了丰厚的先进文化，涌现出无数救
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
研，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红色文化，擘画
发展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史中汲取
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三湘儿女牢记殷殷
嘱托，不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在实现
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伐坚定。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足迹】

2020 年 9 月 17 日下午，细雨飘
飞。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千年学府岳麓
书院。在书院中心讲堂前，总书记望着
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凝思。

“毛主席当年就是在这里熏陶出来
的，实事求是就来源于这里。共产党怎
么能成功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
那么一条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
一步。这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
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为谋划“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
展问计于民，是习近平总书记此次湖南
之行的一个重点。村支书、乡村教师、
扶贫干部、农民工、种粮大户、快递小
哥、餐馆店主……30名基层代表齐聚一
堂，10名代表先后发言。习近平总书记
在长沙主持召开基层代表座谈会，同基
层干部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言传身教的
就是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思想脉络】

1916年至1919年期间，毛泽东在
岳麓书院半学斋住了一年多光景。从
宿舍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书院大讲堂

“实事求是”匾额，“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朝夕相处，“实事求是”深深刻在毛泽东
的心中。

站在岳麓书院一棵参天古树下，湖
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唐珍名说：

“岳麓书院的主办者们，反对埋头故纸堆、
脱离实际的空谈学风，倡导务实学风和

‘经世致用’，继而把‘实事求是’作为校
训。后世经过不断发展，含义拓展为从实
际情况出发，正确认知和解决问题。”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
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伟大奇
迹。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红色足迹】

2011年3月，江南大地草长莺飞，
生机勃勃。习近平在湖南调研期间专
程来到韶山，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
篮，瞻仰毛泽东同志故居，参观中共韶
山特别支部展室，与韶山村党员群众代
表座谈。

习近平深情地说，革命传统资源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
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
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岳麓书院
大门两侧，这副白底黑字的对联分外醒
目。

2020年9月17日，岳麓书院里，习
近平同正在开展思政课现场教学的师
生们亲切交流。他强调，要把课堂教学
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紧密联系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深刻领悟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道理，深刻领悟
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
他勉励年轻学子，一定要不负时代重
托，不负青春韶华，为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
智慧和力量。

【弘扬赓续】

山青水碧，特色历史建筑比比皆
是。

湖南大学在岳麓书院基础上发展
而来，是国家“211工程”“985工程”和

“双一流”重点建设的高校。
“1938年4月10日，27架日本战机

轰炸湖南大学和岳麓书院，校园特别是
文化典籍损毁严重！”湖南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龙兵讲授的“移动思政
课”，结合时事、历史和身边风物，引导
学生修身崇德、明辨是非。

总结相关教学经验，湖南大学正在
建设思政课程优秀案例库、教学中心，

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探源研究，
举办“致敬国学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和

“岳麓书院讲坛”等活动。
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研

究生徐淼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
托，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踏踏实实将论
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谦和的心态、奋
斗的姿态努力成为新时代的栋梁。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是听着革命故事长大的，革命

歌曲是我的摇篮曲。”韶山人沈楚华，
2018年返乡创业，经营起民宿。“亲近
自然”主题、从十里八乡收集来“老物
件”、带感的“心里有话对党说”等各色
主题留言墙，让他的民宿受到年轻人追
捧。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
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在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1964年电影《雷
锋》经典声音再次响起，但昔日的黑白
画面变成了彩色高清。

“我们将经典影片修复、AI上色，
制作成4K、VR、3D等版本，扩大红色
文化在青年中的传播力。”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首席专家周苏岳说，他们计
划用5年时间，完成100部红色经典影
像修复，建设红色文化生产线、数字基
因库和云上展馆，让宝贵的红色资源焕
发新生。

砥砺笃行，求索继往开来

【红色足迹】

从2011年至今10年间，习近平四
次到湖南考察调研。从在十八洞村首
倡“精准扶贫”，到在长江岸边叮嘱“守
护好一江碧水”，再到在企业生产车间
强调要坚定不移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做强做优做大，湖南发展牵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

在武陵山区腹地深度贫困村花垣
县十八洞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
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
贫”的指导方针。

在长沙考察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习近平对企业依靠高新技术改
造提升装备制造业取得的成绩予以肯
定，强调自主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是企
业爬坡过坎、发展壮大的根本。关键核
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浏阳河畔的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以数字视频创意为龙头，汇集了各

类文创企业3000多家。在这个与岳麓
书院遥相呼应的文创基地，习近平总书
记说，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
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
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
途……

【落实担当】

68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692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个
贫困县全部摘帽。

这些年，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嘱托，勇担精准扶贫首倡之地当有首
倡之为的责任，锲而不舍向绝对贫困宣
战。

告别贫困，三湘儿女向高质量发
展、高品质生活迈出坚定的脚步。

5月19日至22日，2021长沙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在湖南长沙举办，全球
工程机械“巨头”携上万台装备参展。
长沙有4家企业进入全球工程机械行
业50强。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建新说，
长沙将聚焦产业链高端，实施智能制造
赋能行动，积极探索“5G+工业互联
网”，大力推动产业智能升级，加快向世
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挺进”。

如今，湖南形成了超级计算机、磁
悬浮等一批世界领先重大科技成果，培
育出华菱钢铁、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铁
建重工、湘电股份等“工业湘军”，涌现
了中电科48所、长城电脑、中大创远、
蓝思科技、智慧眼等高科技企业，努力
建设“强国重器制造中心”。

湖南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湖南省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
破4万亿元，达41781.49亿元，同比增
长3.8%。这一成绩的取得，经历了新
冠肺炎疫情和历史罕见汛情的“双大
考”，交出防汛与抗疫“双好”答卷。各
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都显示，湖南呈现
增速稳步回升、结构持续优化、质效不
断改善的良好态势。“稳”“新”“优”“创”
成为其发展的主题词。

湖南是农业大省，杂交水稻从这
里的实验田走向全国；湖南是制造业
大省，在工程机械领域举足轻重；同
时，以“广电湘军”“出版湘军”“移动互
联网湘军”为代表的文化产业长期引
领风骚……牢记嘱托，植根湖湘沃土，
湖湘儿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
先抢抓机遇，中流击水奋发作为，守正
创新书写新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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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大庆油田：

有石油更有精神

“铁人精神”指引我人生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贾莹莹
□ 东北石油大学学生 车慧南

60多年前，松辽盆地沉睡百
万年的黑色黄金从大庆喷涌而出，
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
在这里拉开序幕。

走进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的
铁人纪念馆，一组大型群雕《石油
魂》，把人们又带回到了那个艰苦
卓绝、豪情万丈的年代。这组浮雕
以宏大的气势表现了以铁人王进
喜为代表的英雄石油工人，头顶蓝
天、脚踏荒原，满怀爱国豪情，一举
甩掉了我国“贫油落后”的帽子，高
速度、高水平地拿下大油田的丰功
伟绩，创造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
上的奇迹。

1956年，毛主席指出：“看来
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
命”。1958年，邓小平同志作出

“石油勘探战略东移”的指示。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我国

石油自给率仅为40.6%，飞机停
飞，坦克停用，拖拉机也放在车库
里。朱德总司令忧心忡忡地说：

“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
棍。打狗棍拿着还可以打狗, 坦
克、大炮没有油就不动啊!”在这种
状况下，石油部、地质部遵照中央
指示精神，加快对松辽盆地进行大
规模勘探。

1959年 9月，钻探人员在东
北松辽盆地找到工业性油流，这标
志着一个伟大油田的诞生。时值
国庆10周年前夕，新油田因此被
命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 2月，全国几十个优
秀钻井队、几千名科技人员、工人
和退伍军人，组成一支4万人的石
油勘探大军，进驻大庆油田核心地
带——萨尔图。1963年，大庆探
明了一个含油面积800多平方公
里、地质储量 22.6 亿吨的大油
田。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几个大油田之一。仅用三年半的
时间就夺取了大会战的胜利，从根
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面貌。

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后，
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来到了大
庆。当时，1205钻井队的钻机到
了，但没有吊车，拖拉机、汽车也不
足，王进喜就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
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
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
井场，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
茫荒原上。

王进喜在指挥工人放井架往
第二口井搬家时，被砸伤了右腿。
可他不顾伤痛继续指挥。1960年

4月29日，他带伤参加了万人誓
师大会，发出了“宁肯少活20年，
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钢铁誓
言。

探区领导得知王进喜受伤的
消息后，派人强行先后两次把他送
到医院治疗。可他两次都跑回了
井场。他说：“这里是高压区，容易
井喷，我坐着看你们干，也觉得放
心！”第二天他就又拄着拐杖在井
场上指挥打井。

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
在钻至700米浅气层时，突然发生
井喷，如果不及时制止，就会造成严
重后果。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
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
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

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
取得了显著成果。到1963年年
底 ，大 庆 油 田 累 计 生 产 原 油
1166.2万吨，占同期全国原油产
量的51.3%，对我国实现石油基本
自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当时，王进喜来到大庆后，被
安排住在房东赵大娘家，但他一直
吃住在井场，累了就在钻杆儿上枕
着钻头打个盹儿。

赵大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她对工人们说：“人是铁、饭是钢，
整天不吃不睡怎么行。你们的王
队长可真是个铁人！”

这件事汇报到石油工业部部
长、会战工委书记余秋里那里。余
秋里高兴地说：“大娘叫得好，我看
大会战第一个英雄就树王进喜，名
号就叫‘王铁人’。”“铁人”的名号
就这样传开了。

1964年年初，毛主席发出“工
业学大庆”号召。1964年4月20
日，《人民日报》第一次提出“大庆
精神”这一名词，称赞大庆人是“一
支穿着蓝制服的解放军”。大庆和

“铁人”王进喜的名字从此传遍了
全中国，传向了世界。

60多年过去了，为缅怀铁人
业绩，弘扬铁人精神，大庆油田为
铁人建起了事迹陈列展和纪念
馆。“铁人精神”也成了大油田几代
人学习的精神内核，激发出一代代
大庆石油人为祖国献石油的豪迈
情怀。

大庆油田从诞生之日起，就
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它的成长
与辉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长和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大庆石油人始终以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为己任，不断改革创
新，推动高质量发展，肩负起当好
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的重大
责任。

□ 东北石油大学学生 车慧南

“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
拿下大油田。”这是石油前辈“铁
人”王进喜说过的誓言。王进喜是
中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典范、中国工
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人
的优秀楷模、中华民族的英雄。他
为祖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不
朽的功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铁人精神。

铁人精神是“爱国、创业、求
实、奉献”的大庆精神的典型化体
现和人格化浓缩，是中华民族伟大
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人创
造的大庆精神是一个时代精神的
展现，是这个时代所有为社会进
步、人民富裕、国家强大而努力的
人们的集体精神的展现。

是责任和使命让王进喜超越

自我、用一生践行他“宁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铮
铮誓言。这誓言像春雷，在中国大
地奏响了“摘掉中国贫油的帽子”
的呐喊。从此，大庆石油会战成为
中国人骨气和正气的代名词而永
垂青史。

学习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
是要自觉以“持续有效发展，创建
百年油田”为己任，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攻坚啃硬、勇挑重担，越是
急、难、险、重的关键时刻，越要表
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

作为东北石油大学俄语专业
的一名学生，我将始终牢记铁人精
神、大庆精神，把这种精神带到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传承这种
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走好人生
路，努力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常生村一位牧羊人背回六名运动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由于气候条件恶劣，5月22日，前
来参加甘肃白银第四届黄河石林山地马
拉松百公里越野赛的重庆永川籍选手兰
廷刚在距离赛道CP3约3公里多的距离
时决定退赛返回。兰廷刚没想到的是，
这个决定最终救了他自己。

遇险
在景泰黄河石林景区山地马拉松百

公里越野赛出发点，比赛标识都已经拆
除。附近一个商铺的老板告诉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比赛当天，有一名选手因
为冷，在她店里买了顶帽子。事发后，她
通过媒体知道这名选手是国内超马圈有
名的运动员梁晶，但这名知名运动员出
发后，再也没能回来。

兰廷刚告诉记者，他们是22日上午
9点从黄河石林景区入口处出发的，当
天风很大，大家都没太在意。约跑了10
公里左右后，天开始下雨。在CP1到
CP2赛段之间，雨越下越大，到了CP2的
时候，有人选择了放弃比赛。兰廷刚觉
得自己身体素质好，穿上自带的雨衣后，
继续坚持往前跑，由于雨衣比较厚，这让
他有效保持了体温。

越往山上跑，天气状况越恶劣，大概
跑了5公里左右，在总里程27公里左右
的地方，兰廷刚开始看到陆续有人往回
返，返回的人说天气太冷了。随着从山
上退下来的人越来越多，还想上山去看
看情况的兰廷刚在得到已经有几个人倒
下的消息后，决定放弃比赛。

最终，他和几名返回的运动员跑到
一个牧羊人的窑洞躲避，最终获救。

60岁的山东选手李英进也是因为放
弃比赛而获救。

“过了CP2赛段的时候，风越来越
大，因为海拔高，感觉特别冷。我跑得比
较靠前，大部分人都穿的是短裤，保温毯
不管用，身上已经湿透了。雨中带着沙
土，眼睛都睁不开，人开始出现幻觉，脑
袋感觉不好使了，人慌了，腿脚不灵活
了，这个环境我之前跑六七十公里都没
问题，但这次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据李英进回忆，距离山顶大概三四百
米，他看雨雪交加，天气特别冷，就准备撤

离。他知道人在失温后，没有专业设备的
话，一般人挺不过1个小时，他们一行5人，
都多次参加过马拉松比赛，比较有经验。
后来他们跑到山下一个村子里求助，老乡
很快拿出衣服、热汤给他们取暖，他们最终
获救了。李英进说：“感谢村民对我们的无
私帮助。”

施救
景泰县常生村是距离事发地点比较

近的一个村，约三四公里。事发后，当地
许多村民主动参与了救助工作。

王林是常生村二组组长，他告诉记
者：“当天下午3点左右，当时有些运动员
已经跑到村里求救。不久，村支书、主任
在村工作群里通知村民上山救人。”

王林告诉记者，他们分了三到四组
进行救援，有村民、景区管委会的工作人
员共同参与，从不同路线出发，下午6点
多到达山顶事发现场。

“我们这一路直接上了山顶，当时村
里有在山上放羊的村民，根据放羊村民
的指引，我们赶到了事发位置。在CP2
到CP3路段，我们当时发现了两名男运
动员，但他们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距
离两人约十几米处，他们又发现了一名

60多岁的广东籍参赛选手，这名运动员
当时身体已经僵硬了，我们立即拿着被
子、棉衣把他裹了起来，抬到了牧羊人住
的窑洞里，随行的医护人员对其进行紧
急救护，等他的体温恢复后，救援队上山
把人救走了。”王林说。

值得一提的是，常生村一名叫朱刻
铭的牧羊人当时在山上放羊，他发现有
运动员倒在路上后，他一个人依次背了6
位运动员，把他们救助到赛道边放羊时
用来避雨的窑洞里，生起了火，让运动员
恢复了体温。在朱刻铭的帮助下，白银
方面的救援队把这些运动员全部接了回
来，并最终获救。

一名参与救助的村民告诉记者，22
日天阴，山上海拔2800多米，山顶上都是
雪。当天下雨的时候山上雾气很大，能见
度很低，两米之内看不到路。当时山上山
下温差很大。

“这边平时只要刮风，山顶山站不住
人。其实赛道旁边有不少牧羊人躲雨的
窑洞，但许多运动员并不了解，我们搜救
中遇难的两个运动员，距离附近牧羊人
躲雨的窑洞只有二十几米，但是他们不
了解，最终失去了获救的可能。”王林的
语气中充满了遗憾。

甘肃景泰山地越野赛

——甘肃景泰山地越野赛亲历者讲述生死时刻

红色足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月23日凌晨，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失联人员。
新华社发（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失联救援指挥部供图）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袁鹏
发自白银 5月22日，甘肃白银第四
届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
赛比赛过程中，受当地突变极端天气
影响，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失温
等情况，部分参赛人员失联。

事发后，白银市委市政府领导
接到报告后立即带领应急、公安、消
防、卫健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织专
业救援力量投入搜救。甘肃省政府
相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连夜赶赴事发
现场，召开现场调度会，并成立应急
救援指挥部，下设搜救、救治、善后、
综合等7个专责组，并前往医院看
望和慰问受伤人员。

据悉，截至23日，此次救援共
搜救接回参赛人员151人，其中8人
轻伤，在医院接受救治。另有21名
参赛人员找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另据了解，遇难的21名运动员中包
括3名女运动员。

21人遇难，3名系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