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南昌 6 月 26 日电 （记者
范帆） 在江西省永新县芦溪乡南阜村

的村口，三棵百年古樟树静静伫立，年

少时的欧阳洛曾在这三棵樟树下学习

和阅读进步书籍。

欧阳洛，曾用名毛春芳，1900年生，

江西永新人。1922 年考入南昌第一师

范，经常阅读《向导》《红灯周刊》等进步书

刊，积极参加由赵醒侬、方志敏等领导的

反对江西军阀的斗争。1923年加入社会

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 年 1 月，受党组织派遣，欧阳

洛到吉安从事党的工作，发展了 10 多

名党员。同年 9月，他来到永新开展革

命工作，领导农民运动，壮大党的队伍。

1926 年 7 月，中共永新支部成立，

欧阳洛担任支部书记，先后发展了贺子

珍、贺敏学等一批党员，并组织农民协

会和农民自卫军。北伐军进入永新后，

他担任了新的政权机构——县行政委员

会委员长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欧阳洛

领导广大农民打倒豪绅地主，进行减租

减息斗争，同时开展移风易俗、改革社会

陋习的教育，特别是雷厉风行地实行禁

烟运动。在他的领导下，永新农民、工

人、学生等各阶层各方面都被发动起

来，工农运动进入空前高涨的时期。

1927年4月，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

欧阳洛担任书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

国民党右派分子、土豪劣绅与土匪勾结，纠

合反动武装攻打永新县城，逮捕了一批共

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一面组织同志紧急

转移，一面联络宁冈、安福、莲花三县农民

武装，于7月分三路进攻永新县城，赶走反

动派，营救出被捕的党员和群众。

7月下旬，根据江西省委指示，欧阳

洛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

下后，他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找到党组

织，化名毛春芳，被派到沪东区领导开

展工人运动，后任沪东区委书记。他深

入工人群众中进行细致的宣传动员，发

展党员和团员，组织罢工，维护工人权

益。经过努力，沪东区的主要工厂都建

立起党的组织，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929年 6月，欧阳洛调任沪西区委

书记，他积极开展各种斗争，使沪西区

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29年 9月，党

中央决定重组湖北省委，欧阳洛担任省

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30年 2月，欧阳洛担任湖北省委

书记兼组织部部长。4 月 5 日，由于叛

徒出卖被捕。在狱中他受尽各种酷刑，

始终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欧阳洛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就

死，决不投降！”英勇就义时年仅 30岁。

如今，在永新县革命烈士纪念馆的

门口，矗立着欧阳洛烈士的铜像，馆内

陈列着他的部分遗物和生平事迹介绍

资料。每当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当地

中小学生都会在这里举行追思和纪念

活动，向欧阳洛的铜像敬献花篮，缅怀

这位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

“欧阳洛是一名有着坚定革命信仰

的战士，他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这种精神将一直激励着后人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永新县革命烈士纪

念馆馆长贺新平说。

新华社西安 6 月 27 日电 （记者
李浩）“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

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

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这

是革命烈士刘愿庵被捕后写给妻子的

遗书中的一段话。

刘愿庵，1895 年生，字坚予，陕西

咸阳人。1908 年随父移居南昌，入大

同中学读书。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

弃学奔赴南京，拥护孙中山。参加学生

军，声讨袁世凯，后一度在川军任职。

1923 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人恽代英

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发行《励

进周刊》，传播革命思想。后又建立“蓉

社”，发展社员 20 多人，恽代英负主要

责任，刘愿庵作具体指导。

1925 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

愿庵被推举为在宜宾成立的“叙州五卅

惨案后援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

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冬，四川部分共产党员在重庆

中法大学秘密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

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刘愿庵任

执 行 委 员 会 委 员 兼 成 都 特 别 支 部 书

记。在成都，他以办报为社会职业，后

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

1926年冬，刘愿庵在川军中开展军

运工作，配合刘伯承等领导的泸（州）顺

（庆）起义。他在陈书农部任师政治部中

校宣传科长，兼任军官教育团政治教官。

大革命失败后，刘愿庵领导成都党

的地下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

决斗争。1927 年 9 月起先后任中共四

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

宣传委员会书记。1928 年 4 月任中共

四川临时省委代书记。同年 6月，赴莫

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共第六届

中央候补委员。六大后，刘愿庵领导了

四川省委的重建工作。

1929年2月，在成都召开临时省委扩

大会议，刘愿庵传达党的六大精神，会议

正式选举刘愿庵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书

记。1929年4月，他发动和领导了万源固

军坝起义，在川东地区树起了一面武装斗

争的旗帜。同年 6月，领导了邝继勋、罗

世文等发动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

的遂（宁）蓬（溪）起义，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中共四

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1930年 5月 5日，由于叛徒出卖，刘

愿庵在重庆被捕。军阀刘湘早知刘愿庵

的才华和他在我党中的地位，妄图收买

他，以“院长”“厅长”等高位和每月薪俸二

百元大洋为诱饵，要他脱离革命，退出共

产党。刘愿庵坚决拒绝了反动军阀当局

的劝降利诱和死亡威胁，保持了共产党人

的崇高气节。他针对反动派的诱降说：

“信仰不同，不可能同路。共产党追求的

是真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

不是什么歧途，而是一条光明之路！”

5月 6日，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刘

愿庵神态自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

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当敌人的军

法官询问他的姓名和职业时，刘愿庵昂

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答道：“全世界无产

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

委书记刘愿庵。”在拒绝敌人的劝降和

进行法庭上的斗争后，刘愿庵深知敌人

将会置自己于死地。临刑前一天，他给

爱人和姐夫写了遗书，在最后不忘鼓舞

妻子：“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

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

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1930 年 5 月 7 日 ，刘 愿 庵 高 呼 着

“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

口号，英勇就义，时年 35岁。

如今，刘愿庵写给姐夫的遗书藏于

重庆三峡博物馆，这封遗书长 29厘米，

宽 24厘米，毛笔书写，历经沧桑依然闪

耀着信仰的光芒。“此身纯为被压迫者

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刘愿庵的初

心和理想跨越历史继续激励着后人。

新华社昆明 6 月 28 日电 （记者
字强） 仲夏时节，滇东北雨水丰沛。在

山高路陡、云雾缭绕的乌蒙山区辗转数

百公里后，就到了革命先驱刘平楷的出

生地彝良县。该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

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曾在此建立

革命根据地。

走在依山傍水的彝良县城，提起

“刘平楷”这个名字，很多老百姓都说：

“这位大英雄是乌蒙山区人民的骄傲！”

刘平楷，字履端，曾用名刘少猷等，

1902年 10月出生于云南省彝良县角奎

镇（今彝良县城）。刘平楷天资聪慧，7
岁进私塾读书，1917 年到昆明省立一

中求学，由于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

是省立一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

较早的学生。

1919 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

国，刘平楷在昆明参加了“云南学生爱

国会”，在学生运动中打头阵，声援北京

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22 年 5 月，刘平楷离家赴京求

学。在李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的引

导下，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

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1923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遣，参加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到长辛店协助邓

中夏做宣传工作。1924 年秋，刘平楷

受中共北方委员会和李大钊的派遣，赴

河南信阳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先

后担任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常委。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

笼罩的严峻时刻，刘平楷被任命为中共

南京地委书记。他置生死于度外，与敌

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调任上海沪东

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

1928年 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平

楷担任中共湖北临时省委书记，以恢复

遭敌破坏的湖北党组织。他在形势非常

险恶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失并逐步恢

复。1928 年底，刘平楷受中央委派，以

特派员的身份与谢觉哉前往东北。中共

满洲临时省委建立后，刘平楷担任省委

书记兼军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第

四届满洲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1929 年秋，刘平楷根据工作需要

回到云南，于 1930 年春担任中共云南

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在省委书记

赴滇南工作期间，负责省委的日常工

作。在云南，刘平楷呕心沥血，抱病工

作，还千方百计筹措经费。

1930 年 5 月 5 日，在敌人的大搜捕

中，刘平楷为了保护省委的机密文件并

安排有关同志转移，不幸被捕。在狱中，

敌人对他先施以高官厚禄的引诱，被他

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严刑拷打和刑讯

逼供，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面对

敌人“你要顽固到底，就难免一死，谁也

保不了你！”的威胁，刘平楷斩钉截铁地

说：“大丈夫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

全我一个烈士的美名，不也好吗！”

刘平楷把监狱当作新的战场，他在

狱中鼓励难友们要保持革命气节，不要

被敌人淫威所吓倒，他还给大家讲授马

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斗争经验。他在

狱中给妻子写信说：“为党的事业和人

民的解放而死，我心甘情愿。”并勉励妻

子“对共产主义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要为之奋斗到底”。

1930 年 7 月 26 日，刘平楷英勇就

义，年仅 28岁。

烈士永生，浩气长存。刘平楷视死

如归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早已成为乌

蒙山区各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

着一代代后人矢志不渝，艰苦奋斗。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共产

党党员总数为 8956.4 万名，比上年净增

11.7万名，增幅为 0.1%。

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 457.2 万

个，比上年增加 5.3 万个，增幅为 1.2%。

其中，基层党委 22.8万个，总支部 29.1万

个，支部 405.2万个。

一、党员队伍情况
党员的性别、民族和学历。女党员

2388.8万名，占党员总数的 26.7%。少数

民族党员 651.4 万名，占 7.3%。大专及

以上学历党员 4328.6万名，占 48.3%。

党 员 的 年 龄 。 30 岁 及 以 下 党 员

1331.4万名，31至 35岁党员 902.3万名，

36至 40岁党员 823.3万名，41至 45岁党

员 890.0 万名，46 至 50 岁党员 888.8 万

名，51 至 55 岁党员 941.7 万名，56 至 60
岁 党 员 660.6 万 名 ，61 岁 及 以 上 党 员

2518.3万名。

党员的职业。工人（工勤技能人员）

664.8 万名，农牧渔民 2549.9 万名，企事

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

1355.5 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管理人员 948.7 万名，党政机关工

作人员 754.2 万名，学生 178.8 万名，其

他 职 业 人 员 750.4 万 名 ，离 退 休 人 员

1754.0万名。

二、发展党员情况
2017 年 ，各 地 各 部 门 共 发 展 党 员

198.2万名，比上年增加 7.1万名。

发展党员的性别、民族、年龄和学

历 。 发 展 女 党 员 81.0 万 名 ，占 40.8%。

发 展 少 数 民 族 党 员 21.0 万 名 ，占

10.6%。发展 35 岁及以下党员 161.3 万

名，占 81.4%。发展具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党员 86.0万名，占 43.4%。

发展党员的职业和分布。工人（工

勤技能人员）12.5 万名（其中农民工 0.9
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专

业技术人员 26.0万名，企事业单位、民办

非企业单位管理人员 20.3 万名，农牧渔

民 35.8万名（其中外出务工经商人员 1.4
万名），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11.3 万名，学

生 69.9 万名，其他职业人员 22.4 万名。

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 100.6万名。

三、党内表彰情况
2017年全国各级党组织共表彰先进

基层党组织 17.0 万个，表彰优秀共产党

员 96.6 万名，表彰优秀党务工作者 16.8
万名。党中央追授廖俊波、黄大年同志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四、申请入党情况
截 至 2017 年 底 ，全 国 入 党 申 请 人

1927.5万名，入党积极分子 916.1万名。

五、党组织情况
党的地方委员会。全国共有党的各

级地方委员会 3208 个。其中，省（区、

市）委 31个，市（州）委 397个，县（市、区、

旗）委 2780个。

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建

制村党组织。全国 8439 个城市街道、

31726个乡镇、100602个社区（居委会）、

547152 个建制村已建立党组织，覆盖率

均超过 99%。

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全国 23.2
万个机关单位已建立党组织，占机关单

位总数的 99.7%。51.6 万个事业单位已

建立党组织，占事业单位总数的 95.2%。

企业党组织。全国 18.5万个公有制

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公有制企业总数

的 91.2%。187.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

立 党 组 织 ，占 非 公 有 制 企 业 总 数 的

73.1%。

社会组织党组织。全国 30.3万个社

会组织已建立党组织，占社会组织总数

的 61.7%。

（注：本公报部分合计数或相对数由

于单位取舍不同而产生的计算误差均未

作机械调整。）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入水中，进行中国大洋38航次最后一潜（2017年
6月13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这是雪后的西藏隆子县玉麦乡（2017年10月31日摄）。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 摄

我们追问历史：

是谁点燃革命的星火，高擎信仰的旗帜，感召民族的奋起？

我们探问未来：

新时代，新征程，该怎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浩然天地间，习近平总书记的号令震撼时空：

“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

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

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风雨兼程，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开辟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复兴之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柱中流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时代英雄，依然

在中华大地书写气壮山河的壮丽诗篇，在人民心中铸就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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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死不屈的工农运动先锋——欧阳洛

刘愿庵：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

“乌蒙骄子”刘平楷：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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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褪色的精神礼赞
——献给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山西省右玉县李达窑乡马头山，李云生在查看松树的生长情况（2017
年7月24日摄）。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在江西永新县三湾乡三湾村田西村小组，时任村支部书记的邢镭（右）和村
民刘小林在交流紫稻生长状况（2013年8月10日摄）。 新华社记者 周科 摄

（上接1版）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

色观……历史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

状者，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大攻坚战、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需要一大批“闯将”“尖

兵”冲锋陷阵。新时代再出发，我们要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

有我”的历史担当，推动改革不停顿、开放

不止步，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奋力夺取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

要奋发有为，以更硬的肩膀扛起历史责

任。打铁必须自身硬。党要团结带领人

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

梦想，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攻坚克难，共产党员是排头兵；跨越发

展，领导干部是领头雁。能不能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是不是能够在

其位、谋其政、干其事、求其效，人民期待着

我们的担当，历史凝望着我们的作为。全

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保持爬坡

过坎的压力感、奋勇向前的使命感、干事创

业的责任感，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

各项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将伟大梦想变为

中华大地的生动实践。

2019 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这些重要时间节点，呼唤着

我们接续奋斗、永远奋斗。踏上万里征程，

心怀千秋伟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举理想之

旗、扬奋斗之帆，把党和人民事业继续推向

前进。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