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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萧华，1916年出生，江西省兴国县潋
江镇人。192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
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年轻有为的他17
岁任少共国际师政委，22岁任八路军东进
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23岁任鲁西
军区司令员……

萧华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
剿”，在长征中任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
长、红2师政治委员，是我军公认的杰出政
治工作者。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后，遇上
拦路的彝族部落，战士们剑拔弩张，萧华严
肃地说：“没有命令，谁也不许开枪，一定要
遵守民族政策！”然后他通过翻译，和彝民
兄弟解释了此行目的，并协助刘伯承同彝
民首领小叶丹结为异姓兄弟，在大凉山腹
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到陕北后，他又参
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华任八路军第
115师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
任第343旅政治委员。1938年任八路军东
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领导
创建冀鲁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起任鲁
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
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针对敌后
斗争特点，加强部队和民兵的政治工作建
设，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萧华将军不仅是一名政治思想工作高

手，更是一名沙场骁将。1946年冬天，解
放战争大决战在东北拉开序幕。国民党动
用了八个师计十万之众发动进攻，其中五
十二军的二十五师，装备精良，有蒋介石的

“千里驹”之称。
在这场力量不对等的战斗中，萧华指

挥部队诱敌进入新开岭我军伏击区，以少
击多并大获全胜，毙敌3150人，俘获5877
人，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战争中首
次歼敌一整个师的先例。

抗日战争胜利后，萧华率先遣部队进
入东北辽东地区，开辟南满根据地。1948
年起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政治委员、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
先后指挥本溪、鞍海、新开岭作战，率部参
加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华历任人
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
治部副主任、总干部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
副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常务委
员。参与领导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
工作条例》《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等。
1975年后任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兰
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
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萧华将军
还著有《长征组歌》《铁流之歌》等传世名
篇。1985年8月于北京病逝，享年70岁。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据新华社南昌9月18日电

文武纵横的“娃娃将军”——萧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
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提
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
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
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
放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
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由
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
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
书》公开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

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
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
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
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
续搞三民主义。1960 年 5 月 24 日，周恩来
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并通过张
治中 1963年 1月 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
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式解
决台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
一指明了方向，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
针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 本报记者 崔现芳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
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
句话——爱我中华。”长期以来，尤其是新
中国成立 70 年来，56 个民族加强交往交
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
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第十一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9 月 8 日至
16 日在河南郑州举行。运动会会歌《爱
我中华》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
的认同，也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
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心声。

体育承载着国富民强的梦想。全国
少数民族运动会已精彩绽放 66 年，作为
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全国少
数民族运动会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的
闪亮舞台。它的成功举办，有利于弘扬多
彩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增进民族团
结，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传承历史 守护民族文化

“借助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平台，
花炮从一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体育运动，
走出了广西，走上全国舞台，相信有一天
还会走向世界。”年近七旬的黄自贤说。
花炮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曾流行于广
西壮族等少数民族中。20 世纪 80 年代
初，当时还是足球裁判员的黄自贤，在一
次下乡调研中偶然发现活跃在田间地头
的抢花炮活动，便被深深地吸引。自那以
后，黄自贤拟写花炮比赛规则，致力于将
花炮转化为竞技比赛，并在全国推广。
1986 年，花炮在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运

动会上被列入竞技项目。
不同的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历

史发展轨迹、自然社会条件的差异，孕育
出了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文
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体育文化资源
非常丰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为其提供
了展示和交流的舞台，使其越来越规范
化、系统化。这不仅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
一种传承和保护，更是对民族文化自信的
一种激发。

中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持续深
入，富有成效。近年来，全国陆续挖掘整
理的上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多个
来自少数民族。射弩，来源于生活在高
山峡谷的傈僳族等民族的狩猎生活；珍
珠球，来源于满族人民采珍珠的生产活
动；龙舟竞渡则是苗族、傣族等临水而居
的少数民族祭祀水神、祈求平安和丰收
的重要仪式……本届运动会共有 56 个
民族的 7009名运动员参赛，设有射弩、珍
珠球、独竹漂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
演项目。

在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推动下，许
多原来仅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

“特产”，逐渐成为各民族的共同财富，成
为维系民族感情、增强文化认同的载体和
符号。例如：起源于北国草原的“蒙古式
摔跤”搏克，西北回乡的“平民曲棍球”木
球，雪域高原上的“大象拔河”押加……在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有这样一种现象
越来越普遍——运动项目起源民族或地
区，在该项目比赛中未必能占上风。换言
之，单从运动项目起源上，越来越难判断
获奖情况，这说明各民族文化认同越来越
强，反映出民族体育文化大融合的趋势。

展示风采 共促民族团结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对手，更是
朋友”“共同加油鼓劲，中华民族一家亲”。
恐怕没有哪一场运动会能像民族运动会
这样，让各民族同胞结下如此的深情厚谊，
比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更令人感动。

西藏射弩队队员次旺曲珍，已是第六
次参加民族运动会。她更享受参与的过
程，更注重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更珍惜
在这里结下的珍贵友情。她说，“56个民
族的兄弟姐妹聚在一起，大联欢、大团结，
欣赏不同风格的民族表演，了解各具特色
的民俗传统，结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
朋友。”

32岁的昂知多日杰是青海押加队的
一名选手，也是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的
牧民。青海押加队本次派出的 6 名运动
员，除 1名学生外，其余 5名都是农牧民。

“他们都是村里押加比赛的‘明星’。”领队
殷生宝说，虽然只进行了两个月的选拔训
练，但并不影响比赛水准。“押加早就融入
了我们的生活。在队员们的家乡，处处都
是赛场。”事实上，参加本届运动会押加项
目比赛的运动员，多非专业运动员；即便
是专业运动员，平日的训练项目也多非押
加。在民族运动会的赛场上，交流比竞技
更重要。运动员们在“跨界”的过程中，扩
大了项目的参与度，也增进了对各民族文
化的了解。

在独竹漂运动中，表演者脚踩一根
楠竹，手持长竿，悠闲地漂流在水面上，
颇有达摩“一苇渡江”之气魄，堪称“中华
一绝”。重庆独竹漂队中的壮族姑娘韦
杨遮，是西南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研二

学生，她的踝骨和腓骨都在训练中受过
伤，而肩关节炎则几乎是独竹漂运动员
的“职业病”。韦杨遮说，这次不仅是来
参加比赛，还想通过问卷调查，研究项目
的运动损伤并着手撰写相关论文。“如果
独竹漂要推广开，就要避免一些损伤。
这个研究对独竹漂项目的发展和推广，
会有很大帮助。”

同心筑梦 共创美好明天

“石榴红了，涨红笑脸，石榴红了，醉
红家园；石榴结籽，结成红心，相亲相爱，
永远永远。”这首《石榴红了》是民族大联
欢活动的主题曲，由 56 名身着红色基调
各族服装的小朋友，在舞台上一同歌唱，
象征56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优美的旋律，童稚的嗓音，纯真的笑
脸，将这首歌唱进人们心田。

民族体育盛会落下帷幕，来自各行各
业的运动员将回归工作岗位。西藏射弩
队的次旺曲珍将回到她任教16年的林芝
市波密县完全小学，继续教育孩子，守护雪
域高原上的祖国花朵；河南男子珍珠球队队
员文博将回到郑州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他
想当一名体育老师，向孩子们普及珍珠球运
动；云南独竹漂代表队队员杨文武将回到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特警队，继续守
护当地百姓的幸福家园。赛场上，他们为
促进民族大团结加油鼓劲；工作中，他们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梦。”这是56个民族同胞的共同心愿。56
个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各族人民的
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裕美好，中华民族一定
会更加繁荣昌盛。

是比赛，更是民族情感交融的大聚会
——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综述

□□ 新华社记者 赵洪南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88 周年。18
日上午，来自社会各界的上千名人士在沈
阳隆重集会，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以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

9 时 18 分，纪念仪式在嘹亮的国歌声
中开始。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前，人
们列队整齐，神情肃穆。14名社会各界代
表神情凝重地推动钟槌，击响“警世钟”。
14响钟声回荡在空中，寓意着中华民族 14
年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声声入心。

警报声划破天际，鸣响 3分钟，街道上

的汽车纷纷停下，鸣笛示警，行人驻足肃
立。辽宁省其他 13 个城市也同时鸣响防
空警报，共同纪念这一国难日。

退役老军人代表邹继良说：“现在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可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
能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我们要时刻记
住，要团结起来，建设强大的国家！”

前来参加活动的小学生胡睿辰说，少
年强则国强，我们一定努力学习，做一个有
抱负有理想的有志少年。

自1995年以来已连续25年，每逢九一
八纪念日，警报在沈阳这座城市拉响。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沈阳举行“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本报讯（记者 韩啸）9 月 17 日，
2019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系列产
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发
布会推出了包括丰收果、丰收花、丰收
宴、丰收茶、丰收饮品等五大系列“丰
收产品”，旨在增强农民丰收节的参与
性、互动性。本次活动由中国农民丰
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指导，农
业农村部食物与营养发展研究所、中
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承办，中
国果品流通协会、中国园艺学会等行
业组织参与并支持。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当下全国各
地的丰收节日氛围愈渐浓厚，大江南
北庆丰收活动全面展开，此次推出的
系列“丰收产品”是今年丰收节的活动
之一；通过推介活动，把这些产品推向
行业、推向全社会，让更多的人看到、
吃到、喝到，让农民朋友增产又增收，
让全社会共同分享丰收的喜悦。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系列
产品最终推荐结果如下：

丰收果：苹果、柑橘、桃、香蕉、西
瓜、小番茄；丰收花：月季、菊花、牡丹、
梅花、百合；丰收茶：绿茶（含茉莉花

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白茶；丰收饮
品：牛奶、苹果汁、番茄汁、植物蛋白饮
料、葡萄酒；丰收宴：五谷丰登农家宴、
全鱼宴、豆腐宴、土豆宴。

发布会上，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中国园艺学会、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中国烹饪协会等
行业组织分别发布了倡议书，呼吁全
国范围内的行业主体联动起来，把握
丰收节的机遇，开展更多与丰收主题
相关的推介宣传活动，让广大消费者
认识、了解“丰收产品”，推动产品的品
牌培育。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系列产品”发布

（上接第一版）
1966年冬天，乐园村爆发了麻疹、百日

咳，村里先后有两户人家的孩子去世。当
时在乐园村行医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看到
了村民们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创造
性地提出了合作医疗制度。农民每人每年
交1元合作医疗费，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挂
号费，吃药就不用再交钱。

两年后，乐园村的合作医疗试点开始
在全国推广，惠及了亿万农民。随后农村
合作医疗制度不断完善，积累了丰富经
验。2003 年开始，在农村合作医疗的基础
上，我国开始试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采取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的方
式筹集资金，当年新农合覆盖率约为30%。

此后，新农合覆盖率不断提高。2015
年1月，各级财政提高了对新农合的人均补
助标准。2016 年，国家进一步将新农合与
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进行整合，覆盖13
亿城乡居民，补助标准进一步提高。2018
年，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完成，覆
盖城乡居民人数超过 13.5 亿人，当年城乡
居民医保共享受待遇 16.2 亿人，政策范围
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65.6%，其中二级及以
下医疗机构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71.0%。

2017年，我国全面启动农村贫困人口大

病专项救治工作。主要针对罹患儿童先天
性心脏病、儿童白血病、儿童淋巴瘤、尘肺、
急性心肌梗死、终末期肾病、血友病、地中海
贫血、食道癌等大病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
口和农村低保、特困人员，进行集中救治管
理。今年4月，又将救治病种扩大至25个。
截至7月底，全国共救治农村贫困大病患者
123万余人，累计救治429万余人。

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农村
贫困人口制度全覆盖，基本医疗、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覆盖率达到 100%，以确保所
有生病农民都能“看得起病”。

让农民“看得好病”

4 月 11 日，长兴县雉城镇上杨村 83 岁
的王涌年老人从长兴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
直接来到了医院名医馆里，因为手术后有
点小问题需要看看。他前一段时间查出了
直肠癌，于是住院接受手术，医院同时还为
他做了输尿管结石手术。

王涌年告诉记者手术做得很成功，他
很满意。在回答记者为什么不去北京做大
手术的问题时他说，“县里条件这么好，别
说北京了，连杭州都没想过要去。”

给王涌年看病的大夫是一位很知名的
专家，他叫张苏展，曾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即浙医二院）担任院长，是全国
肠部肿瘤专业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浙医二
院则是长兴县人民医院的医联体单位。

这里所说的医联体是我国提升农村医
疗服务能力的一种形式，即城市大医院与县
医院形成联合体，以“市”带“县”；而这种方
式再往下延则是医共体，即县医院与乡卫生
院、村卫生室联合，以“县”带“乡”带“村”。

同时，对口支援也在继续进行中。目前
已确定 1007家三级医院与 834个贫困县的
1172 家县级医院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
已有超过400家贫困县医院成为二级甲等医
院，30余家贫困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水平。

“组团式”援疆援藏工作踏实推进。截
至 2018 年底，已派出两批共 315 名专家支
援新疆 8 所受援医院。派出四批共 699 名
专家支援西藏 8所受援医院，目前已有 332
种“大病”不出自治区、1914 种“中病”不出
地市、常见的“小病”在县域内就能得到及
时治疗。

让农民“少生病”

健康理念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
中心，这对每一个农村居民来讲都是福音。

自 2009 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
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提供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各级财政提供经费支
持，全体居民免费获得。从2009年至今，人
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2009
年的 15 元提高至 2019 年的 60 元。服务内
容不断丰富，从 9类扩展至 12类，如 0-6岁
儿童可以获得新生儿家庭访视、生长发育
监测评估、预防接种等服务；孕产妇可以获
得建立母子健康手册、产前检查、产后访视
等服务；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每年可以获得1
次健康体检服务，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
能、血糖血脂、B超心电图检查等；高血压、
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和肺结核等患者，可
获得测量血压血糖、定期随访和相应用药
指导等服务；健康人群也可以获得建立健
康档案、健康教育等服务。越来越多的城
乡居民享受到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研究
表明，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对降低
农村地区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利用不平
等的贡献率达到25.5%。

从治病为中心到健康为中心，落实到每
一个农民身上，就是由“活下来”到“活得好”。
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是每一个公民的权益，
前不久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提出，到2030年，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健康公平基本实现。
相信广大农民会继续从中获益！

健康中国的乡村答卷

近日，内蒙古赤峰
市克什克腾旗经棚镇合
意田园综合体“多彩田
园、共庆丰收”主会场举
办丰收节庆祝大会，开
展文艺演出、农事体验、
农民趣味运动会等活
动。图为克什克腾旗
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运送蔬菜比赛现场。

张今卓
本报记者 高飞 摄

全国各海域海洋伏季
休渔全面结束

本报讯（记者 李秀萍 高雅）9 月 16 日 12 时，
北纬 35度至 26度 30分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
为期四个半月的休渔期，至此，全国各海域海洋伏
季休渔全面结束。

海洋伏季休渔是我国海洋最重要的渔业资源
养护制度，每年进行伏季休渔的渔船达 10 余万
艘，涉及近百万渔民。今年，为维护海洋伏季休渔
秩序，农业农村部与沿海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坚持

“最严格的伏休制度”和“最严格的伏休管理”，多
渠道强化执法宣传，加强执法联查协作，加快创新
监管制度，综合运用科技手段，着重突出渔港监
管，深入开展“中国渔政亮剑 2019”海洋伏季休渔
专项执法行动，渔政执法工作保持高压态势，海洋
伏季休渔秩序总体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累计出动执法船艇 3.66
万艘次、执法车辆5.17万辆次、执法人员34.1万人
次，检查渔港码头7.76万个次、渔船26.98万艘次、
渔船网具修造厂点3621个次、市场2.37万个次，海
陆巡查157.5万海里；查办各类涉渔违法违规案件
8740件、涉案人员 11175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案
件290件、涉案人员626人；累计清理取缔涉渔“三
无”船舶 3241艘、违规网具 30.1万张（顶），行政罚
款7037.4万元。

（上接第一版）各种类型的家庭农场中，种
植业占 62.7%，畜牧业占 17.8%，渔业占
5.3%，种养结合占 11.6%。到去年年底，全
国家庭农场年销售农产品总值 1946亿元，
平均每个家庭农场30多万元。

赵阳表示，总体来看，培育发展家庭农
场，有利于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夯实
农业发展基础；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促进
现代农业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破解发展瓶颈，加大政策支持

冀名峰表示，近几年家庭农场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面临风险防范能力不强、用
地瓶颈亟待破解、融资困难、缺乏人才等一
些问题。对此，《指导意见》提出，依法保障
家庭农场土地经营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家庭农场经营者培训制度，强化用地
保障，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政策，加强金融
保险服务。

对于此次文件没有提出家庭农场认定
方面意见的问题，冀名峰回应，要坚持市场
导向，尊重家庭农场自身发展规律，地方

“以县（市、区）为单位，综合考虑当地资源
条件、行业特征、农产品品种特点等”，来引
导家庭农场取得最佳规模效益，通过名录
管理来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遵循五大原则，培育家庭农场

赵阳指出，当前家庭农场仍处于起

步发展阶段，发展质量不高、带动能力不
强，还面临政策体系不健全、管理制度不
规范、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应加快
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充分发挥其在乡村
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未来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过程中
重点要把握好以下五大原则。

坚持农户主体。坚持家庭经营的
基 础 性 地 位 ，积 极 发 展 多 种 类 型 的 家
庭农场。坚持规模适度。要引导家庭
农场根据产业特点和自身经营管理能
力 ，实 现 最 佳 规 模 效 益 。 坚 持 市 场 导
向 。 要 遵 循 家 庭 农 场 发 展 的 规 律 ，充
分发挥市场在推动家庭农场发展中的
决 定 性 作 用 ，加 强 政 府 对 家 庭 农 场 的
引导和支持。坚持因地制宜。要鼓励
立 足 当 地 实 际 确 定 发 展 重 点 ，创 新 家
庭农场发展思路，务求实效，不搞一刀
切。坚持示范引领。要发挥典型示范
的作用，以点带面，提升家庭农场的发
展质量。

此外，《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把符
合条件的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纳入家庭
农场范围”。赵阳表示，实践中大部分种
养大户、专业大户符合家庭农场的内涵，
纳入家庭农场范围后，有利于更好服务
所有实实在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家庭
农场，有利于促进家庭农场规范发展，有
利于更好发挥家庭农场对现代农业的引
领作用。

加快培育家庭农场
要 把 握 五 大 原 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