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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风 流 人 物

“神州茫茫夜未央，北大红楼透烛光。英烈

铁肩担道义，先驱妙手著文章……”在河北省唐

山市乐亭县，赵蕊正在紧张地排练乐亭大鼓新

剧目《铁肩英魂》。不同于传统剧目，这个新剧

目节奏更加明快，以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今年 58 岁的赵蕊是靳派乐亭大鼓第三代

传人。“李大钊是乐亭人，我 17 岁开始从艺，用

家乡的艺术形式展现他的革命精神，一直是我

的心愿。这个剧目也是我们全家集体创作的结

果，唱词经过 8次修改才定稿。”

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38

年的人生，李大钊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不朽

的篇章，也在后人特别是家乡人心中树起了一

座精神丰碑。

坐落在乐亭县城的李大钊纪念馆，参观者

络绎不绝。整个建筑由黑、白、灰三种色系组

成，古朴庄重典雅。8 根功绩柱，象征着李大钊

的丰功伟绩；8 块浮雕，展示李大钊主要革命实

践活动足迹；38 级台阶，寓意李大钊走过的 38

年风雨历程。

李大钊生于 1889年 10月 29日，1907年考入

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

冬，他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

学习。

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

“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

国斗争，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迅速传遍全

国，李大钊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1916 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

的新文化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

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文章和演说。1919 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 年 3 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

年 10 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1921 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1926 年 3

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

霖、吴佩孚的斗争。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

组织坚持革命斗争。

1927 年 4 月 6 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

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 80 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

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 4 月 28 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 20 位革命者绞杀在北

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

38岁。

李大钊故居管理处副主任赵书明，是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弟弟的孙

子。他说，李大钊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时收入并不低。但是他生活

俭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党的事业，或用来帮助同志、救济贫苦青年，以

至于当年北京大学发薪水时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直接交于他的夫

人，以免家中断炊。

赵书明说：“他给后人留下了好家风，我们要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

实做人，把清正的家风发扬光大。” （新华社石家庄5月5日电）

1925 年 8 月，青岛。病榻上

的 青 年 在 弥 留 之 际 ，向 身 边 的

同志留下遗嘱：“希望全体同志

好 好 工 作 ，为 无 产 阶 级 及 全 人

类的解放和为共产主义的彻底

实现而奋斗到底。”

他 就 是 王 尽 美 ，生 命 的 刻

度永远停在了 27 岁。中国共产

党 的 创 始 人 之 一 、山 东 党 组 织

早 期 的 组 织 者 和 领 导 者 ，是 中

共 一 大 代 表 中 最 早 辞 世 的 一

位。

1918 年 ，刚 满 20 岁 的 王 尽

美 ，在 家 乡 考 取 了 山 东 省 立 第

一 师 范 学 校 。 彼 时 中 华 ，国 门

之外，硝烟漫漫，重新瓜分世界

的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临 近 尾 声 。

这 一 年 ，国 门 之 内 ，枪 声 四 起 ，

争权夺利鱼肉百姓的军阀混战

仍难见休止。

王 尽 美 在 济 南 求 学 期 间 ，

积 极 投 身 五 四 爱 国 运 动 ，被 推

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

一。1920 年 3 月，北京大学马克

思 学 说 研 究 会 成 立 后 ，他 被 发

展 为 外 埠 会 员 。 同 年 11 月 ，他

与 邓 恩 铭 等 发 起 成 立 励 新 学

会 ，创 办《励 新》半 月 刊 。 这 份

半 月 刊 积 极 宣 传 新 思 想 、新 文

化 ，刊 载 了 诸 多 有 关 社 会 改 造

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

悟。

“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

美 唯 解 放 。 潍 水 泥 沙 统 入 海 ，

乔有麓下看沧桑。”这是王尽美

最 为 著 名 的《肇 在 造 化 —— 赠

友 人》。 王 尽 美 ，原 名 王 瑞 俊 。

1921 年 在 写 下 这 首 短 诗 后 ，他

便 将“ 尽 美 ”变 作 自 己 的 名 字 ，

来彰显自己的志向与主义。那

就是为全人类实现尽善尽美的

社会理想。

也 是 在 这 一 年 ，他 与 邓 恩

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

织 的 代 表 ，赴 上 海 参 加 了 中 国

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

里他遇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

同志，彼此留下了深刻印象。

沪 上 归 来 的 王 尽 美 ，转 身

投 入 了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运 动 。

在 中 共 中 央 代 表 的 指 导 下 ，他

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

支 部 ，担 任 书 记 。 1922 年 1 月 ，

他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

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

大会。同年 7 月，他再赴上海出

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

《劳 动 法 大 纲》，成 为 这 一 时 期

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

山 海 关 、秦 皇 岛 、广 州 、天

津、济南、青岛、青州、潍县……

王 尽 美 四 处 往 来 奔 波 ，为 民 族

振 兴 、人 民 觉 醒 贡 献 着 光 与

热。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

活 ，让 他 患 上 了 严 重 的 结 核

病 。 即 便 如 此 ，他 依 然 抱 病 组

织 领 导 胶 济 铁 路 全 线 、四 方 机

厂 工 人 大 罢 工 等 ，直 至 在 工 作

的最前线溘然而逝。

“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

泛 语 从 容 。 济 南 名 士 知 多 少 ，

君 与 恩 铭 不 老 松 。”1961 年 ，同

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挥笔

写 下 了 这 首《忆 王 尽 美 同 志》，

追忆英年早逝的革命战友。

斯 人 已 逝 ，英 魂 长 存 。 在

王尽美的家乡山东省诸城市枳

沟 镇 ，近 些 年 当 地 挖 掘 红 色 旅

游资源，修缮王尽美故居，建设

尽美干部学院、北杏村史展馆、

党建融联体展馆等红色文化传

播阵地，打造尽美红色小镇。

“通过图文资料、实物展示

等 形 式 ，展 现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历

史 以 及 当 地 的 发 展 历 程 、发 展

轨 迹 和 变 迁 ，用 一 件 件 物 品 承

载 历 史 ，用 一 幅 幅 图 片 记 录 变

迁，用一处处实景浓缩记忆，打

造区域性党性教育基地。”枳沟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先 烈 回 眸 应 笑 慰 ，擎 旗 自

有后来人。“我要努力传承革命

先 烈 伟 大 的 爱 国 主 义 精 神 ，增

强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枳沟

镇社区干部张凤娟说。

（新华社济南 5月 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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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尽美：

壮美青春光和热 尽善尽美唯解放
新华社记者 张志龙 萧海川

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的重

要时刻，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

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大步。摆脱绝对贫困的群众过上了

“做梦也没想到”的生活，在各项政策支撑

下，对未来有了更多期盼。

小康路上的新生活

“党的好政策，让独龙族过上了幸福

生活，独龙江人民永远感谢党，永远跟党

走……”在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独龙江乡的村子里，时常能听到独龙族群

众唱起这首“感恩歌”。

这是当地群众脱贫中自创的歌曲，也

成了当地最流行的歌曲之一，唱出了告别

穷困生活的喜悦，以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

独龙江乡是我国直过民族独龙族聚

居的区域，闭塞、落后曾是这里最刺眼的

“标签”，脱贫攻坚让这里发生了巨变，与

外界的联系也更加密切。

生活在密林中、住在透风漏雨的木

楞房里、11 岁才有鞋穿、6 年级才开始讲

汉话……这是独龙江乡巴坡村监督委员

会主任王世荣对贫困的记忆。

“要不是党的好政策，不知道还要熬

多久。”王世荣说，在国家帮扶政策下，全

村年人均纯收入增长到 1.2 万余元。“不用

担心饿肚子，文娱活动也丰富起来，每天

都很充实。”

家在云南省德钦县云岭乡斯农村的

藏族群众永次今年 66 岁，“能用青稞面填

饱肚子、偶尔能吃上白面”是她过去最大

的愿望。在政府鼓励葡萄种植后，每年家

里的葡萄收入就有 3 万元左右，现在每天

都可以吃白面。

在曾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

地区，过去经常十年九旱，群众饮水困难、

庄稼只能望天收。

如今，“有了水，我们家就‘活’了。”宁

夏固原市西吉县硝河乡新庄村村民马忠

花说。

生长出增收向上力量

又到了采摘木耳的时节，这是陕西柞

水县小岭镇金米村当年的第一茬春耳，也

是 70多户村民脱贫的重要产业。

2018 年，开始种植木耳的陈庆海，结

束了挣不到钱、顾不了家、改变不了贫困

状态的日子。在县供销社和合作社的引

领下，送菌棒、技术培训、收购木耳，让陈

庆海挣到了钱，也成了村里首批靠种植木

耳脱贫的贫困户。

在供销社的帮助下，陈庆海又开办了

农副产品营销中心，做起了“农民主播”。

“去年，我靠着小木耳，给家里添了小轿

车，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了。”陈庆海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教授

李玉围绕食用菌产业发展做了诸多尝试，

“柞水木耳”种类越来越丰富，还有了木耳

粉、木耳酱等高附加值产品，柞水木耳的

品牌已经走向全国。

目前，我国建成各类特色产业基地 30

多万个，每个脱贫县都形成了 2 至 3 个特

色鲜明、带贫面广的主导产业。产业扶贫

已成为覆盖面最广、带动人口最多、可持

续性最强的脱贫举措。

在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贫困地区

的生态资源、民俗资源被重新配置起来，

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走进云南省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

傣族自治县那京村，四周青山如黛，青田

沃野，村中古树参天、竹影婆娑，映衬着新

式傣家小楼。

很难想象这个远近闻名的旅游网红

村此前只有土路和甘蔗。如今，“9 户农家

乐比全村的甘蔗收入还高。”那京村的干

部说，去年国庆期间，全村日均接待游客

1000 人次。同时，村民坚持“义务出工”，

每户每天轮值，保持全村卫生整洁。乡村

旅游不仅改变村里产业结构，也改变着全

村人的生活习惯。

农业农村部表示，“十四五”期间，脱

贫地区产业发展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着眼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选准

主导产业，开发独一份、小而精、特而优的

特色产品，突出差异化、避免同质化。同

时要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公共服务满足美好生活向往

“干部到家里了解生活愿望时，我就

提出来想学个技能。”家住海拔 4500 米的

藏北高原聂荣县下曲乡的旺朗，仅有小学

文化水平，在学习考试后，获得了焊工技

能职业资格证书。

随后，旺朗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路。他

购置发电机、小型焊工机、电钻机，开办焊

接加工厂，为农牧民加工房屋阳光棚和牲

畜棚圈，当年营收 3.6 万元。如今，他已是

当地年收入近 5万元的村致富带头人。

近年来，我国健全教育公共服务，加

大了对农村群众职业技能培训力度，脱贫

群众就业结构因此发生改变。2016 年以

来，西藏累计转移农牧民就业近 500 万人

次，年均开展技能培训 10万人次。

在各地加快发展步伐的同时，也保留

了“慢权利”。在成昆铁路途经的四川大

小凉山，一个个小站旁，彝族老乡抱着鸡

鸭、牵着羊，等候着“小慢车”。这种“慢火

车”行驶缓慢，但依然是深山中彝族群众

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为适应老少边穷地区发展需要，铁路

各部门将公益性“慢火车”打造成列车“乡

村集贸市场”，开办车站“扶贫专柜”，打造

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慢火车”服务品

牌，如“彝族情”“牧民之家”“富民号”“民

族团结一家亲号”等，助力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致富。

目前，全国常态化开行公益性“慢火

车”81对，覆盖 21个省份，经停 530个车站，

途经 35个少数民族地区，每年运送沿线群

众 1200万人次，每公里票价不到 6分钱。

脱贫群众生活更有保障了，日子也更

有奔头。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五一”假期期间，辽宁省沈阳市沈北

新区疫苗接种工作不放松，接种方舱持续

为预约新冠疫苗接种的市民进行接种。

据了解，沈北新区新冠疫苗接种方舱依托

沈阳辽北中医院设置，日接种量 1500 至

2000剂。

图为 5月 5日，医护人员在沈北新区新

冠疫苗接种方舱为接种疫苗的市民登记

信息。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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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姜琳）记者近日从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今年我国将大力推行职业培

训券的发放和使用。人社部将依托电子社保卡，为符合

条件的劳动者发放具有认证结算等功能、同时精准对接

培训资源的电子凭证。计划全年发券 1000 万张，用券

100万张以上。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表示，截至 3 月末，

职业培训券试点工作已经扩大到全国 155 个地市。其

中，14 个省 60 个地市的职业培训券已经完成了上线对

接 。 各 地 累 计 发 券 175.7 万 张 ，用 券 8.4 万 张 ，用 券 率

4.8%，涉及上线渠道 171个，培训机构 1448个。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徐鹏航 陈席元）近年来，

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小眼镜”越来越

多，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为切实加强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我国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青

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该标准将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留有过渡期，鼓励相关企业提前应

用新标准。这项标准将如何保护孩子视力健康？有关

专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教授马军介绍，

这项标准一方面规定了儿童青少年学习用的相关印刷

品、出版物的纸张质量、印刷质量、文字大小和间距等，

满足了不同年龄青少年的阅读和书写需要；另一方面

也对教室照明灯具、读写作业台灯、教学多媒体产品的

技术性能进行了规范，主要目的是保障儿童青少年能

够使用性能合格的照明灯具和教学用品。

教室照明灯具是影响孩子视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

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蔡建奇介绍，此次发布的标准明确了

教室照明灯具必须满足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要求。

“同时我们考虑到广受大家关注的蓝光危害，我们

针对蓝光的问题要求教室照明的灯具中，一般教室照

明灯，也就是学生头顶上的教室灯，按照国际标准 IEC

62471 的最高要求即蓝光豁免级 RG0 的要求对蓝光作

了要求。”蔡建奇说。

频闪问题也是家长、学生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

“频闪会导致视觉疲劳，甚至头疼等并发问题。”蔡建

奇说，此次在标准中参照了 IEEE 等相关国际标准，采

取最严要求，最大限度减少频闪对青少年视觉系统的

影响。

生 活 原 来 可 以 这 么 美
—我国脱贫群众奋力奔向更好的日子
新华社记者 侯雪静 杨静

据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记者 余俊杰）文化和旅游

部 5日晚间公布 2021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数据。统计

显示，5 月 1 日至 5 日，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2.3 亿人次，同

比增长 119.7%，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103.2%。

据文化和旅游部介绍，“五一”假期共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 1132.3亿元，同比增长 138.1%，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前

同期的 77.0%。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未发生重特大安全

生产事故，未发生疫情通过文化和旅游系统传播事件。

“五一”期间，各地景区严格落实严格落实“限量、预

约、错峰”要求，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约 4800 万

人次。依托智慧旅游平台，各地对客流进行精准预测和

管理，有效疏导、分流游客。

文化和旅游部：

“五一”国内旅游出游 2.3亿人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今年将发放 1000万张职业培训券

呵护孩子视力健康

国家强制性标准专家解读来了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5日电（记者 谭谟晓）记者从我

国首家相互保险社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获悉，该机构

近日发布国内首个老龄慢病人群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

划，为接受健康管理的老龄慢病患者提供风险保障。

相互保险不以追求短期效益及盈利为目的，旨在

为高风险领域和中低收入人群提供风险保障。慢病老

人医疗费用压力较大，但传统商业保险对被保险人身

体状况要求较高，适合老龄群体的保险产品不足。银

保监会近期下发通知，明确要求提高投保年龄上限，满

足 7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保险保障需求。

据介绍，这一专属普惠保险保障计划突破了慢病老

人“不能投保”的难关，可为 100 岁以内的慢病老人提供

重疾住院医疗和特殊门诊医疗保险、恶性肿瘤特定药品

医疗保险金等保障，在安徽、山西、贵州等地推行，保额每

年最高 30万元，保费由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捐赠。

众惠相互董事长李静表示，与传统商业健康保险

不同，这一计划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支付手续费及佣

金，严控经营成本，年度结余部分将作为疾病津贴进行

返还，资源最大限度用于慢病老人健康保障和管理。

原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认为，这一专属普惠保险

保障计划填补了老龄慢病人群保障“空白”，能有效缓

解患者大病负担，避免因病致贫或返贫。

首 个 老 龄 慢 病 人 群 专 属
普 惠 保 险 保 障 计 划 发 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