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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
144万吨/年6.25米捣固焦化产能置换项目（1×65孔）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 144万吨/年 6.25
米捣固焦化产能置换项目（1×65 孔）工程”厂址位于山西孝

义经济开发区内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现有厂区

内。现正委托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环

境影响评价，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向社会

公众进行第二次公示。本公示及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在东义

煤 电 铝 集 团 煤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http://www.dongyijt.com/news.
aspx?CateId=24连续公示 14天，欢迎关心东义煤电铝集团煤

化工有限公司建设和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发表意见及建议。

山西东义煤电铝集团煤化工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02日

新华社香港 2018 年 12月 24日电 （记者 王
旭 李滨彬） 面前的电视屏幕上，是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庄严的会场。注视着屏幕的老人，端坐

着，哪怕是在轮椅上，脊背依然挺拔刚直，

一如他的性格。他胸前鲜红的领带，绣着

金色的国徽。

这位病痛缠身的 84 岁老人已经无

法亲到会场，接受国家和人民对他的表

彰。但他的心依然与改革开放大业紧密

相连。他，就是曾宪梓。一个与金利来

领带相连的名字，更是一个与报效国家

相连的名字。

“金利来，男人的世界”，曾经是一代

人共同的记忆。

这位 20 世纪 70 年代创业成功的香

港“领带大王”，对己，克勤克俭；为国，慷

慨解囊。在他心底，埋着一颗年轻时种

下的种子——报效祖国。自 1978 年对

母校梅州东山中学捐建教学楼开始，他

的捐款便连绵不断，投向内地教育、体

育、航天、公益，汇成他报效祖国的一股股清流。

他常说：“只要生意不破产，只要我曾宪梓还活着，

我对祖国的回报，就一天也不中断。”

作为有名望的企业家、社会贤达，曾宪梓全力

以赴，支持内地改革开放。他是最早一批为内地

改革建言献策的香港企业家，也是最早投资内地

者之一，他更联络、动员、组织大批志同道合者一

起到内地投资办厂。

在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事件中，曾宪梓以其

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组织

爱国团体，支持国家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他搜集

整理各方意见，积极参与回归政策制定；香港出现

市场动荡，他带头做稳定工作；英方制造障碍，他

敢言善言，批驳错误言论，“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

伤害香港，我都不会允许，都要据理力争。”

在五星红旗升起，香港回归那一刻，他禁不住

心潮澎湃，高呼“祖国万岁！”那一刻也成为他一生

最骄傲、最高兴的时光而长留心间。

到晚年，曾宪梓更关注传承家国情怀。他把

家业和对祖国的责任一起传给三个儿子，更以真

挚的情感教导家乡学子一定要“大气、爱国”。

这就是曾宪梓，一个心中时刻装着国家、倾力

支持改革开放的香港企业家。

新华社海口 2018年 12月 24日
电 （记者严钰 刘邓） 皮肤黝黑，身

材健硕，脚板宽大能牢牢站稳甲板，

大 手 粗 糙 可

以 坚 定 抓 紧

锚绳，经年不

断 的 强 劲 海

风 和 咸 苦 海

水 ，给 62 岁

的 王 书 茂 烙

上 了 海 南 渔

民 的 独 特 印

记。

海 南 省

琼 海 市 潭 门

镇 ，东 面 环

海 ，南 接 博

鳌，这里是王

书 茂 的 家

乡 。 史 料 记

载，潭门渔民自秦代开始便世世代代

在南海打鱼，称南海为“祖宗海”。作

为潭门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的王书茂，

每年有一多半时间在海上度过，由于

熟悉当地社情民情，他多次执行急难

险重任务，每次都冲锋在前，出色完

成任务。44年的渔业生涯中，共组织

渔民抵御台风 120 多场，对 600 多位

渔民实施了救援，还参加了多处南沙

岛礁的建设。“尽管危险，但我们从来

没有放弃过守护和耕耘南海。”王书

茂说。

从首次出海时 20 吨的小木船，

到如今大吨位的“钢铁巨轮”，“老船

长”王书茂感慨着潭门港的历史巨

变，“改革开放以前，渔船缺乏现代化

通讯导航系统，判断天气和航线主要

靠经验和《更路簿》。”王书茂说。。

如今的潭门港，五星红旗飘扬在

每艘巨轮的船头。渔民们驾驶这样

的渔船出海，既有北斗导航系统指引

准确航行，又有“船船通”工程保障海

上行船能收看数十个电视频道，“漂海

生活”质量大幅提升，“造大船、闯深

海、抓大鱼”的雄心壮志变成了现实。

2017 年 11 月，海南首个休闲渔

业试点项目落地潭门。王书茂发现

不少外地游客经常租渔船在近海观

光或开展海上垂钓活动，就将自己的

两艘渔船出租，还带领几户渔民搞起

了海洋特色民宿。他的“转型”成功

带动了大批渔民加入。如今，潭门镇

的渔民实现了转产转业，开始大力发

展休闲渔业，潭门港码头的商业街热

闹非凡，各式海鲜酒楼顾客盈门，各

个海洋工艺品摊位也是游人如织。

王书茂认为，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渔民

们实实在在的红利。

“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

海洋维权的高度重视和对海南渔民

的深切关怀。”入选“改革先锋”的王

书茂说，荣誉属于千千万万、一代又

一代守护和耕耘南海的海南渔民。

新华社石家庄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电
（记者 白林）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柴沟

堡镇中心花园的中央，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青

铜雕像，铜像身披戎装，一手叉腰凝望前

方。他就是抗日英雄武士敏将军，一生为中

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直到跃马前线与日

军鏖战为国捐躯。

武士敏，字勉之，1892 年出生于河北怀

安县柴沟堡镇。幼年读私塾，1908年考入宣

化中学堂，毕业后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

校。学生时代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护国讨

袁战争。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

军 阀 。 1925 年 任 国 民 军 第 3 军 骑 兵 支 队

长。1926 年赴苏联考察军事。1927 年回国

后，任西北军第 1师 2旅旅长、第 42师 124旅

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等职。1936 年西安事

变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169师师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武士敏率部开

赴河北、山西抗日前线。1939年升任国民革

命军陆军第 98军军长。1941年 5月，中国军

队中条山战役失利。武士敏率领第 98军转

入敌后，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9
月下旬，日军集中主力将第 98军合围在山西

沁水县东峪、西峪。日军多次派人劝武士敏

投降，但均遭拒绝。9 月 23 日，日军向第 98
军发起攻击，武士敏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多

次组织突围。9月 29日，武士敏在突围战斗

中头部中弹，因失血过多牺牲，时年 49岁。

武士敏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追认

他为革命烈士，全区举行追悼大会，并决定

将他的牺牲地沁水县改为士敏县。1983 年

怀安县政府重新修葺了武士敏故居，陈列他

生前遗物。

武士敏故居已成为怀安县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武士敏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不

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而且被发扬

光大，永留人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多年的

怀安县退休干部张进善说。

2014 年 9 月，武士敏名列第一批 300 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 年 9
月，武士敏铜雕在怀安县柴沟堡镇落成。每

年清明、烈士纪念日，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纷

纷来到铜雕前祭奠，缅怀英雄。

柴沟堡镇民主小学成立“武士敏英雄中

队”，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少先

队员发奋学习，茁壮成长。英雄中队学生沈子

艺说：“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舍己为人的精神

激励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

必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

武士敏之子武铁说：“我父亲牺牲时，我

只有 7 岁。2015 年，我作为烈士后人，参加

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 70周年阅兵式。同年，我回到故乡

怀安县柴沟堡镇参加了父亲铜雕的落成仪

式。作为英雄后人，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

要继承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

新华社南京 2018 年 12月 28日电 （记
者 邱冰清） 在句容市烈士陵园内，有两尊半

身铜像，那戴着副眼镜，双眼炯炯有神，永远充

满坚定不屈的青年男子，就是当年与日寇进行

不屈斗争，最后壮烈殉国的抗战英烈巫恒通。

巫恒通，字天侠，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句

容县白兔镇柘溪村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

业于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求学期间，积极参加

学生爱国运动。毕业后，在无锡县立第四小学

（梅村小学）任教，先后任句容县女小校长、南

通师范附小教师、句容县督学。1936年任泰

兴县教育局长。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 3月，被国民

党泰兴县政府以擅离职守罪名逮捕入狱。

1938年夏，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抗日，创

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10月，

巫恒通被保释出狱，与陈毅、管文蔚畅谈抗战

大计，并送儿子巫健松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

学习。1939年 3月，成立句容县民众抗敌自卫

团，主动接受新四军指导。11月，句容县民众

抗敌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编第3
团，任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 年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反复“扫

荡”茅山地区，巫恒通在江苏句容多次指挥部

队击退日军的突袭。日、伪军对他恨之入骨，

杀其兄，掳其子，毁其家。巫恒通慷慨陈词：

“坚持抗敌，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有敌人在，

房屋被毁，人被杀，这是必然遭遇。只有把敌

人驱逐出国境，才能保全生命财产。现在什么

是我所有的呢？我只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这

是我应有的，而且是我应尽的天职。”4月，巫恒

通任第五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句容县县长。

1941 年 9 月 6 日，巫恒通在大坝上村遭

到日军包围，负伤被俘。日军百般威胁利

诱，并将其幼子巫健柏带到囚室企图软化其

意志。巫恒通对幼子说：“你要永远记住你

伯父、伯母和叔父是怎样死的，永远记住你

爸爸是怎样至死不投降的……你爸爸就要

像文天祥、史可法那样为国牺牲了，你要继

承父辈遗志，长大后献身革命，做一个有志

气又有骨气的中国人。”巫恒通绝食 8天，壮

烈殉国，时年 38岁。

印章、毛毯、方桌、长凳……在江苏茅山

新四军纪念馆里，陈列着抗战时期巫恒通烈

士使用过的物件，表现出烈士艰苦朴素、坚

强乐观的人生信念。“我们家人一直都是听

党话跟党走，做老实人，做老实事。”“巫氏一

门忠烈，前赴后继保家卫国，这种不屈不挠

的精神将代代相传。”巫恒通的孙子巫充实

这样对记者说。

这
是
巫
恒
通
像
（
资
料
照
片
）
。

新
华
社
发

投笔从戎 绝食殉国的抗日英雄巫恒通

2015
年 9 月 23
日 ，武 士
敏铜雕在
河北省怀
安县柴沟
堡镇落成
揭幕。
新华社记者
白明山 摄

武士敏：大义凛然 抒写爱国气节

开国上将杨成武晚年回忆说，打过这么多仗，

最惨烈、最悲壮的，还是飞夺泸定桥。

1935年 5月，一道天然屏障——大渡河，横亘

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面前。

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是崇山峻岭，只有一座

铁索桥可以通过。国民党派重兵守卫着铁索桥。

“这座铁索桥，就是泸定桥，能否夺取，关乎着

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战争亲历者、老红军唐进

新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是红一方面军

第一军团第 2师第 4团 4连青年干事。

1935年 5月 27日清晨，红 4团在团长王开湘、

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从大渡河西岸的安顺场出发，

向泸定桥奔袭。

“军委限令 3 天 3 夜赶到。”唐进新生前回忆，

对红军来说，3天 320多里路并不算多。“但都是山

路，还要不停地打仗。”

“有时，我们必须弯腰挪步，从仅容一人的绝

壁间穿过。”唐进新说，一路急行、架桥、打仗和绕

道，第一天只走了 80多里。

第二天，军委又来急电，限 29日夺取泸定桥。

“就是说，我们一昼夜必须赶 240多里。”唐进新说，

虽然此前他们曾创造一昼夜行军 160多里的纪录，

但这次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路上还有敌人，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摸黑行

走的唐进新和战友们行军速度非常慢。“伸手不见

五指，加上饥肠辘辘，又都是泥泞小道，我和战友

们一个个被淋了个透，那次急行军，是我这辈子所

有行军中最紧张、也是最艰难的一次。”

对岸敌人也在连夜增援泸定桥。杨成武大胆

决定，点起火把，以刚刚被消灭的川军番号迷惑敌

人。“碰到敌人，就留下一部分人打仗，别的人继续

跑步前进。”唐进新说。

29日 6时许，红 4团赶到泸定桥边，并占领西桥

头。这是一座由 13根铁索横拉两岸的铁索桥。红

军赶到时，川军已把桥上木板抽掉了，只剩下玄黑

冰冷的铁索悬在那里，桥的那头，又有敌人把守。

当部队选拔突击手时，唐进新马上就报了名，

但是没被选上。他与所在的 4连的战友们被安排

负责往桥上递木板。

唐进新生前回忆：“2 连连长廖

大珠等 22人组织的突击梯队，踏索

夺桥。3连跟着，边冲边铺木板。1
连打掩护。”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我在桥头指

挥战斗。”杨成武生前回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

来吹起冲锋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

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

据杨成武生前回忆，战士魏小三最早牺牲，从

桥上脱手落入河中。接着，中了弹的刘大贵也趴

在铁索不动了。紧跟着，刘大贵落入水中。不料

对岸燃起火来，铁索烧得发烫，冲在前面的刘金山

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疤痕，正是匍匐在铁索上

烫下的伤痕。

“子弹打得铁索叮当响，有两名突击队员掉下

去了……我站在西桥头，不停地把手中木板递给 3
连的战友。”唐进新生前回忆。

红 4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渡

过了大渡河。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副院长马

卫防说，飞夺泸定桥充分彰显了红军将士英勇顽

强、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粉碎了蒋介

石借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美梦，是中央红军

长征中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动和取得的又一

次决定性胜利，谱写了

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

章。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1月8日，故宫内悬挂宫灯营造节庆气氛。
当日，故宫博物院“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

大年”展览正式向观众开放，展览将持续至4月 7
日。 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飞夺泸定桥：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曾宪梓：倾力支持改革开放的香港著名企业家

曾宪梓在接受采访（2018年12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 摄

守护“祖宗海”——海洋维权模范王书茂

2018年 12月 10日，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王书茂（右
二）组织民兵开展训练。 新华社发（宋国强 摄）

（上接1版）
“一技在身不怕贫困压顶”。只有让

贫困户掌握一技之能，才能保证贫困户脱

贫不返贫、致富可持续。该县一直把扶智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抓手，结合贫

困群众实际，打出一系列扶技组合拳，让

贫困群众通过技能提升实现脱贫致富。

狠抓培训增技能。去年以来，该县投

资 3200万元，开展农民技能培训，覆盖贫

困人口 9820户 31500人，占建档立卡总规

模的 47.5%。加大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

培训，特别是近三年来，大力实施护理护

工培训就业，累计组织 20 批次 2453 人参

加“吕梁山”护理护工技能培训，1356人成

功在北京、太原、内蒙、青岛、天津、离石及

本地实现就业，人均年收入达到 4万元以

上。实施全民技能提升工程，重点打造具

有岚县地方特色的“土豆宴”厨师厨娘、装

饰装修工等特色劳务品牌，全县累计实现

外出稳定务工就业 4700 余人次，人均年

收入达 3万元以上，许多贫困家庭实现了

“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全亏有了党和政

府的帮助，让我家在一年的时间内‘全家

进城’当上了城里人……”上明寨子村的

靳旭军高兴地说道。靳旭军和他的妻子

原本是村里一家实实在在的庄户人家，在

政府的帮助下，夫妻二人参加了“吕梁山”

护理护工技能培训，并在太原稳定就业，

还把孩子接到太原上学。

搭建平台促就业。在全县开展“我

为贫困户找工作”活动，开通岚县人社微

信公众平台，专题发布招生培训信息、务

工就业信息，累计提供用工信息 11000余

条。举办了大型现场招聘会 2期，提供就

业岗位 6200 个，达成就业用工意向 3300
个。大力发展家政保洁、物业服务、服装

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500 余人在家门

口实现稳定就业。同时鼓励县内太钢、

正利、继亨等国有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开展“一对一”结对、“手拉手”帮扶活

动，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岗位，助力脱贫攻

坚。

跟踪服务保权益出台《岚县“吕梁山”

护工培训就业扶贫工作激励补助办法》

《外出务工人员技能提升奖补办法》等惠

民政策，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务工

总收入达到 5000 元、10000 元的农户，分

别奖补 200 元、500 元，激励群众解放思

想、外出务工，增加工资性收入。据不完

全统计，通过奖补政策激励，全县 3.3万人

提升技能实现就业，务工总收入达到 3.5
亿元。 同时，在太原、离石等岚县务工人

员集中地方引导成立岚县农民工协会，派

驻专人为协会提供劳动合同、劳务权益等

方面的法律政策咨询服务，确保外出务工

人员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马建生 李娟）

岚县做足“扶志”“扶智”两篇文章

全力激发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