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先锋风采

廖海涛：
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抗日英雄

新华社福州 1月 2日电 （记
者 陈弘毅） 闽西崇山峻岭中的

上杭县溪口镇风光秀丽。青山

下，清澈见底的小溪从古色古香

的民居旁流过。历史回溯百年，

这里走出了一位在抗战前线奋战

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英烈——廖海

涛。

廖海涛，1909年出生，福建省

上杭县溪口乡人。1927 年 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 5 月领

导当地农民暴动。土地革命战争

时期，他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代英

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

长征后，廖海涛留在闽西苏区，历

任中共杭武县委书记、县苏维埃

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

员兼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 7 支队

政委，领导上杭苏区军民坚持了

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闽

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2 支

队，廖海涛先后任第 2支队 4团政

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在张鼎

丞的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参与

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

地，于江宁、句容、溧阳、溧水地区

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1940 年 2 月，廖海涛任新四

军第 2 支队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

任。5 月，他指挥赤山战斗，歼灭

日军中队长以下 130余人。7月，

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

过长江挺进苏中、苏北建立新四

军苏北指挥部后，廖海涛任江南

指挥部政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指

挥部所属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

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合编为新四

军第 6 师，廖海涛任 6 师 16 旅政

委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

会主任。

1941 年 5 月，他和旅长罗忠

毅率 16旅 46团、47团回师茅山地

区，经浴血奋战，终于恢复和巩固

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0 月，他和

旅长罗忠毅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

委机关驻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一

带。

1941 年 11 月 27 日 深 夜 ，日

军 集 中 步 、骑 、炮 联 合 兵 种 共

3000余人，对 16旅驻地江苏溧阳

塘马村发动突然袭击。廖海涛

组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党委机

关转移，率部对敌阻击，掩护机

关人员突围，打退日军多次疯狂

进攻。战斗从 28 日凌晨一直坚

持 到 中 午 ，毙 伤 日 、伪 军 300 多

名 。 廖 海 涛 身 陷 重 围 ，腹 部 中

弹 ，仍 然 手 捂 伤 口 继 续 指 挥 战

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年仅 32岁。

廖海涛烈士的故乡上杭县是

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

来，上杭县高度重视保护红色文

化，将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遗产

利用保护、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

展、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实施了古田会议旧址群维修保

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维修

和纪念馆扩建、将军和名人故居

维修保护等工程，产生了良好的

政治、社会影响。

这是廖海涛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福建省上杭县党

史办提供）

新华社武汉 1月 3日电 （记
者 梁建强） 列队默哀、敬献花

圈、重温入党誓词……每年清明

节前，湖北省咸宁市都有单位和

部门组织青年干部，来到咸安区

桂花镇，瞻仰何功伟烈士纪念园

和相隔不远的何功伟故居，缅怀

这位坚贞不屈的“青年楷模”。

何功伟，1915年出生，湖北咸

宁人。中学时期，他积极参加一

二九抗日救亡运动，投身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1936 年 8
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
年 6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随即

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开辟鄂南抗

日 根 据 地 ，任 鄂 南 特 委 书 记 。

1939 年 9 月到湘鄂西区工作，任

区党委宣传部长。1940年 2月任

湘西区党委书记，8月任鄂西特委

书记。1941年 1月 20日在恩施被

捕。

在狱中，何功伟始终坚信党

的事业，严守党的秘密，同敌人进

行了坚决的斗争，既经受了严刑

拷打的考验，又挫败了敌人的“劝

降”伎俩和“感化”阴谋，严词拒绝

了敌人高官厚禄、出国留学等所

谓“自首”条件。

他还赋诗填词，谱写了《狱中

歌声》：“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

志似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

存，誓为保卫真理而抗争……”用

歌声作为鼓舞战友同敌人斗争的

武器。

面 对 敌 人 先 后 十 余 次 利 用

其亲属到狱中劝降，何功伟在给

父亲的信中写道：“儿献身真理，

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

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

身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

万不可移。”“当局正促儿‘转变

’，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

宁 死 不 屈 之 义 ，儿 除 慷 慨 就 死

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

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

正其时。”

他 在 给 妻 子 的 诀 别 书 中 写

道：“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

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

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

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表现

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为

理想、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浩然正

气。

1941 年 11 月 17 日 ，何 功 伟

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

道涧刑场。在临刑的 100 余级石

板路上，敌人放言只要何功伟回

一回头就不杀他，但遍体鳞伤、

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高

唱《国际歌》，慷慨就义，时年 26
岁。

为 表 达 对 何 功 伟 烈 士 的 缅

怀，咸宁市咸安区原“桂花中学”

更名为“何功伟中学”。

“何功伟被誉为‘青年楷模’，

作为英雄故里，咸安区经常举办

纪念活动，倡导广大青年传承、弘

扬先烈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咸安区委书记李文波说，“铭记历

史、缅怀先烈，我们要让‘红色基

因’融入青年人的血脉，让红色精

神激发奋进力量。”

何功伟：
坚贞不屈的“青年楷模”

这是何功伟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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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巴特尔：扎根牧区40余载的草原之子

“成为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是我

今生最大的荣耀。走向深蓝大洋，是我毕

生的梦想。”戴明盟说。

2006 年 9 月，海军开始选拔首批航母

舰载战斗机试飞员。戴明盟作为海军最

先改装三代机的飞行员，进入选拔小组的

视线。

“试飞舰载战斗机，是国家和民族的

大事，是人民海军的使命召唤。”戴明盟

说。

6 年的试验试飞过程中，戴明盟第一

个执行极限偏心偏航阻拦试验，第一个执

行飞行阻拦着陆试验，第一个滑跃起飞，

第一个寻舰绕舰、触舰复飞，完成科研试

飞 400 多架次，进近飞行 2000 多架次，绕

舰飞行 100多架次。

几千次的训练，只为那一次的飞翔。

2012 年 11 月 23 日 ，渤 海 湾 雪 霁 初

晴。一架黄色涂装、编号为 552 的歼-15
舰载战斗机在海军某机场蓄势待发，轰鸣

声响彻云霄。

戴明盟第一个驾机升空，向渤海湾某

海域的辽宁舰飞去。

绕舰转弯，放起落架，放下尾钩，戴明

盟娴熟地操纵着战机，调整好姿态飞至舰

艉后上方，瞄准甲板跑道……9 时 08 分，

随着“嘭”的一声，战机尾钩牢牢地挂住了

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甲板上。

戴明盟用一道完美的弧线，划出了中

国海军的“航母时代”。

随着航母事业的深入发展，戴明盟认

识到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迫在眉睫。

为尽快探索形成一套舰载机飞行员

培养模式，从理论改装到模拟飞行，从制

定组训流程到编写训练大纲，无数个废

寝忘食的日日夜夜，戴明盟带领团队一

点点向前摸索。

短短半年时间，他们就先后完成了飞

行员编队、低空等课目训练、飞机改装、

歼-15 特技等课目，大大缩短了舰载机飞

行员培养训练周期。

“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

他们将从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手中接过接

力棒，把中国舰载飞行事业推向新的巅

峰！”戴明盟信心满满。

（新华社记者 张文杰 朱晋荣 吴登峰）
（新华社沈阳2018年12月27日电）

新华社呼和浩特 2018年 12月 27日
电 （记者 安路蒙） 44 年前，他离开繁华

城市，插队到遥远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

原。多年来，他带领牧民走上了一条保护

生态、建设牧区的致富路。

他，就是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洪格尔

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党支部原书记廷·

巴特尔。

作为知青，廷·巴特尔有多次回城的

机会。然而，面对严重退化的草场、贫穷

的牧民和自己规划好的蓝图，他决心留下

来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当年插队的同伴

一个个回去，唯独他扎根在草原。

萨如拉图雅嘎查位于浑善达克沙地

西北边缘，20世纪 80年代牧区实行草场承

包责任制后，群众大量增加牲畜头数，草

场放牧过度，加速了草原的退化。

廷·巴特尔意识到，必须立即围封退

化草原、禁牧沙化草原，可当时很少有人

能接受他的观点。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1986年，

廷·巴特尔背着妻子狠心卖掉自家的 60只

羊，圈起 300多亩草场休养生息。第二年，

打了 9马车草，相当于其他牧民 1000亩草

场的打草量。牧民们亲眼看到了围封轮

牧的好处，纷纷进行封育和划区轮牧。

草场植被恢复了，但草畜平衡问题还

没有解决。1998 年，廷·巴特尔再次率先

示范，把自家 200多只羊全部卖掉，改养肉

牛。“一头牛的收入顶不顶 5 只羊？”“一头

牛 4条腿，5只羊 20只蹄子，哪个对草场破

坏大？”……于是，牧民开始减少羊的数

量，改养肉牛，草原慢慢恢复了“元气”。

如今，萨如拉图雅嘎查成了远近闻名

的“生态村”，牧民年人均纯收入从 40年前

的 40元增加到现在的 1.88万元，牧区通了

电，修了路，家家住上了砖瓦房，开上了小

汽车，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双赢。

一次次，廷·巴特尔被问到为什么要

留在草原，他的回答很简单：“这里有我的

用武之地。”

今年 63岁的廷·巴特尔虽然将嘎查工

作交给年轻人，但依然向牧民传授自己养

畜、种草、种树的经验。“草原生态建设没

有完成时，要更好地保护草原，让牧民尽

快富起来，把牧区建设得更美好。”廷·巴

特尔说。

戴明盟：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

戴明盟（右二）指挥陆基模拟着舰训
练（2014年8月7日摄）。 新华社发

廷·巴特尔在家中（2018年 12月 1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虞东升 摄

（上接1版）

强化科技引领——
让创新成果助力脱贫攻坚

金秋时节，丰收在望。

在孝义市高阳镇千亩核桃示范园，一

颗颗又大又圆的核桃挂满枝头，丝毫没有

受去年倒春寒的影响。这是由孝义市政

府引进的山西省林科院王贵，多年在田间

实验室潜心选育的“抗晚霜”新型优质核

桃品种“孝核一号”，这个品种的核桃不仅

抗御了今年春天的严重冻霜，挂果率在

70%以上，且含脂肪、蛋白高，果实壳面光

滑美观，核仁味香而不涩，在脱皮，清洗，

风干的过程当中，破损率低，市场价值极

高，并开始大面积推广。

在文水县胡兰镇大象村，农户石世祥种

植的 5亩“诚信 16号”玉米，同样尝到了科技

助农的喜悦。他的玉米亩产平均达到861公

斤，比一般的玉米品种亩均增产55公斤。

而位于吕梁北部的兴县蔡家会的山

地里，金黄饱满谷子长势喜人，广大农户

手握镰刀正在忙碌地收割，心里乐开了

花。山花烂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

绿色小米、大明绿豆、红小豆同样经过良

种繁育，累计带动贫困户 1500 余户，户均

增收 4500元。

吕梁大地处处弥漫着收获的喜悦，源

自于我市在脱贫攻坚中，坚持人才向脱贫

攻坚一线倾斜、力量向脱贫攻坚一线汇聚。

精准扶贫以来，我市积极实施“三区”

人才支助计划，共选派具有中高级职称的

科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 1000 余人次服务

10个贫困县，下达经费 1560万元。“三区”

科技人才和科技特派员承担了 176个科技

成果示范引导项目，实地开展科技服务培

训。今年共推广转化市级以上科技成果

90项，开展科技现场培训 61场次，受训群

众近万人，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生

根，“三区人才”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我市还引导吕梁本土企业家主动“取

经”——兴县山花烂漫农业综合开发有限

公司，作为国定贫困县兴县的杂粮类龙头

企业，由于品种、质量、栽培技术不统一等

原因，每年的原料质量不稳定，山西农科院

经济作物研究所选派的“三区”人才杨成元

率领的“杂粮团队”，不仅为其成功建立了

晋谷 21号、肾型大豆晋豆 21号、汾绿豆 6号

良种基地，还培养了贺虎平等 5 位乡土人

才，如今，新品种、新技术、高质量种子的自

我生产，使该企业产品质量得到了保证，

“小杂粮”名副其实地带动了“大产业”。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

临县红枣院士工作站的李文华院士，

承担着临县红枣品质与土壤质量检测中

心建设项目，对临县红枣品质与土壤质量

开展化验检测研究。

岚县马铃薯专家工作站的专家白小

东，承担着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关键技术

研发，不仅选育适宜本地区生态条件的马

铃薯新品种，还研发出旱作节水、化肥减

施增效、病虫综合防治等先进技术。

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石建森研究

员、张红刚助理研究员在交口县韦禾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了反季节香菇栽培技

术示范，通过引进和培育高产抗病优良品

种和工厂化示范制棒、接种、恒温发菌技

术，科学解决香菇生产技术瓶颈，有效提

高了夏菇产量。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教授王巨成承担

的“沙棘全果素开发”，以超临界二氧化碳

萃取工艺，将全果素与食用乙醇分离，在

生物医药领域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

在精准扶贫中，我市还积极寻求与中

国科协、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北航、北理工

合作，市领导多次带队赴京拜访交流，在

电商人才培训、扶贫产业发展、吕梁山护

工输送、大数据人才培养、企业研发中心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均展开深度合

作，助力我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经济

转型发展。

致力成果转化——
让科技创新支撑产业转型

一边是大量科技成果在实验室“沉

睡 ”，一 边 是“ 饥 渴 ”的 企 业 找 不 到 新 技

术。科技成果“入市难”问题，曾经成为制

约科技发展的顽疾。

为破解这一难题，我市打出招商引资

与招才引智并举，人才、项目、基地统筹、

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贯通的组合拳，使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技

术成果在我市落地生根。

在煤化工行业，孝义金岩集团在建设

100 万吨/年焦炉煤气综合利用乙醇联产

LNG 项目中，引进上海戌正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全球独家专利，国内首套合成气中高

压羰化制乙二醇技术，同等规模生产能力

下节省 20%的投资，能耗降低 40%，各项

环保指标远低于国家标准。山西宏特煤

化工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

所、太原理工大学合作，对现有炭纤维装

置进行升级改造。引进美国海波公司全

球一流技术，对针状焦装置进行技术改

造，升级为高性能锂电负极材料装置，技

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在氧化铝行业，离柳集团与北京格鲁

资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年处理 1万

吨煤矸石、粉煤灰、铝土矿渣资源化综合

利用核心生产装置提取氧化铝和二氧化

碳技术示范项目已经启动。经国内知名

专家评审认为，该技术工艺能够从低铝硅

比原料中同时提取二氧化铝和二氧化碳，

具有回收率高、产品质量高、能耗低、成本

低、附加值高，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工艺技

术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装备制造领域，由中国机械总院郭

杰教授和吕梁学院熊继军教授作为牵头

技术专家，山西新龙重工科技有限公司为

联盟理事长单位，山西方山新星冶炼集

团、庞泉机械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交城新

龙铸造有限责任公司、吕梁学院、吕梁职

业技术学院等 15 户企业院校为联盟成员

单位，组建吕梁煤机装备维修制造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开展行业共性关健技术研发

和技术推广，推动成员单位生产检测、试

验、认证、通用设备设施共建共享，对液压

支柱、乱板机进行新材料运用和智能化技

术开发。

在大数据云计算领域，“一委三院”人才

支撑体系己经形成，全市14个大数据项目已

经落地，浪潮集团、京东集团、快成物流、中天

信、山西云时代正与我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对

接，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步伐加快。

在生物医药行业，山西交城新天源药

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

陈芬儿教授联合开发的抗病毒药物泰诺

福韦是防治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减少

症，特别是因肿瘤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

症的重要药物中间体，其工艺技术路线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引一项成果，兴一个企业，拓一个产

业。

而要让好成果更多“落”在吕梁大地，

搭建承接平台至为关键。

为此，我市与科技日报社携手开展

“百家院校科技成果走基层”活动，邀请国

内著名高校院所的知名专家深入我市各

县（市、区）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对接，现场

为企业技术难题把脉会诊。并与北京中

科梧桐网络科技公司共建国际人才共享

中心（吕梁)工作站，建设 3 个院士专家工

作站，3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5 个省级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10个省级众创空间，2个

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发展 31户高新技术

企业。市政府与吕梁学院共建的吕梁山

特色植物资源研究与利用实验室被省认

定为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培养基地，实现我

市省级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山西中磁

尚善科技有限公司在科技部组织的全国

科技创新大赛 (山西赛区)获得第一名。交

城县经科技部考察评审，被认定为山西唯

一进入全国首批 52 个创新型示范县市之

列的县市。

一个个强化科技引领，加快转化的成

果，一项项推动创新驱动持续深入的措

施，有力带动了扶贫攻坚和产业转型，改

革开放 40年以来，已经在吕梁大地呈现蓬

勃活力。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

视、大力推动下，在下一个 40年，科技创新

这一发展新引擎必将催生更强劲的动力，

牵引吕梁经济社会劈波斩浪、稳健前行。

科技引领跑出吕梁发展“加速度”

（上接1版）

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为重点，助力吕梁旅游“新发展”

旅游是一种精神消费，对于消费者来

讲，集中连片而又各具特色的旅游聚集区

更能满足旅游者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

于一体的旅游需求，故加强旅游基础设施

建设至关重要。

我市适应现代旅游市场的需求，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全域旅游奠定

坚实的基础。现阶段，离石千年景区 4A
级创建稳妥推进，目前已完成了第一期

项目工程，第二期项目工程与上海景域

集团签订景区运营合作事宜；白马仙洞

景区的玻璃栈道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初已

投入使用；文水世泰湖景区建设康养基

地文化活动中心、苍儿会景区加大投资

用于度假酒店建设、森林漂流项目改造、

房车营地项目的建设；方山北武当山客

用架空索道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可研、

环评、选址报告，前索道下站基础桩已完

成建设；柳林清河文化雕塑园二期工程

项目已完成各类手续办理，项目基建部

分顺利完成招标，目前已开工建设，项目

成品雕塑部分完成招标，正在落实各项

前期工作；汾阳文博中心项目已完成了

可行性报告、选址意见书；孝义《水舞孝·

义》大型灯光水秀实景演出项目在孝河

国家湿地公园建成，并于 2018 年 6 月 18
日进行了试营业，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

震撼力，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高品位的视

觉盛宴。

同时，我市积极推进旅游重点项目

建设工作，2018 年我市省级主抓旅游项

目 共 23 个 ，其 中 督 办 项 目 2 个 ，主 要 有

岚 城 古 镇 保 护 性 综 合 开 发 项 目 和 文 水

西山欢乐谷项目，市级重点项目共 5 个，

分别为文水县的西山欢乐谷项目、苍儿

会 生 态 旅 游 区 开 发 项 目 和 离 石 区 的 千

年 景 区 项 目 、东 江 苑 项 目 、拉 格 罗 斯 酒

庄项目，岚城古镇保护性综合开发项目

已聘请专业团队进行前期策划；文水西

山 欢 乐 谷 项 目 已 完 成 道 路 基 础 建 设 和

配 套 酒 店 。 在“ 全 域 旅 游 ”理 念 的 不 断

推动下，我市“繁星点点”的景区逐渐连

点成线、连线成片、抱团发展，全域旅游

在 基 础 设 施 、文 旅 融 合 、品 牌 打 造 等 方

面格局初现，正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和独特魅力。

加大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打造旅游

品牌、实施文化扶贫工程……这一项项

举措背后凝聚着市委、市政府以不断满

足 人 民 群 众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需 求 为 已 任

的拳拳之心，体现了全市人民在新时代

不 断 弘 扬 吕 梁 精 神 的 良 好 风 貌 。“ 潮 平

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相信在

全市发展全域旅游的东风劲吹下，吕梁

定 会 以 崭 新 的 姿 态 和 面 貌 迎 接 八 方 来

客。

大旅游:新名片新高度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