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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1月 3日电 （记者 张大
川）“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的事业

奋斗不息！”历经

苦寒考验和盗猎

者 威 胁 ，直 至 献

出生命的可可西

里和三江源生态

环境保护先驱杰

桑·索 南 达 杰 曾

这样立誓守护高

原净土。

可 可 西 里 ，

青藏高原腹地一

片 4.5 万 平 方 公

里的野生动植物

宝 库 ，她 所 在 的

三 江 源 ，被 誉 为

“中华水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贪婪的

淘金者进入可可西里，“软黄金”藏羚羊绒

声名大噪，暴利之下，高原大地满目疮痍，

藏羚羊数量从 20 多万只一度锐减至不足

2万只。

面对可可西里的生态危机，时任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副书记的杰

桑·索南达杰多次向县委建议保护国家资

源，合理开发可可西里，推动成立了可可

西里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治多县西部

工委，并受命担任工委书记。

“舅舅曾先后 12次深入到可可西里腹

地进行实地勘察和巡查，掌握了大量第一

手自然资源分布资料。还组建了我国第

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先后查获非法持枪

盗猎团伙 8个。”杰桑·索南达杰的外甥、坚

守可可西里的新一代巡山人秋培扎西说。

1994 年 1 月 18 日夜，杰桑·索南达杰

和 4 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获了 20 名盗猎

分子，缴获了 7 辆汽车和 1800 多张藏羚

羊皮，在押送歹徒行至太阳湖附近时，遭

歹徒袭击。杰桑·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

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被

可可西里零下 40 摄氏度的风雪塑成一座

冰雕。

杰桑·索南达杰牺牲时年仅 40岁。

杰桑·索南达杰的牺牲开启了可可西

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新纪元。1997
年 12月，国务院批准并公布可可西里为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 年 4 月，可可西里

所在的三江源地区被确定为我国首个国

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地区；2016 年 9 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将藏羚羊的受威

胁程度由濒危降为易危；2017 年 7 月，可

可西里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 51处世界自

然遗产。

新华社香港 1月 3日电 （记者 张雅
诗 颜昊） 2006 年，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

女性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来自

香港的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成为首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担任最

高 职 位 的 中 国

人。

改革开放 40
周 年 之 际 ，中 共

中央和国务院向

陈冯富珍颁发改

革 先 锋 奖 章 ，表

彰 她 为 推 动“ 一

带 一 路 ”卫 生 领

域合作作出的贡

献。

陈冯富珍感

谢国家对她的肯

定。她说：“这份

荣誉应该属于所

有参与医疗卫生

领域工作的人士。”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陈冯富珍，在香港

卫生部门任职 25 年，参与处置过包括“非

典”在内的多次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她于

2003年获邀加入世卫组织，2012年连任世

卫组织总干事。

1997年，香港出现全球首宗人类感染

H5N1 甲型禽流感个案，时任卫生署署长

的陈冯富珍顶着社会压力，果断决定扑杀

全港家禽，成功控制疫情。

“当时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杀鸡，

防止病毒扩散，二是不采取任何行动。”陈

冯富珍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最大责任是保

障香港市民的健康，并防止病毒传播到世

界其他地方。

在世卫组织总干事任上，陈冯富珍一

直秉持公平公正的管理原则，平衡各方利

益。世卫组织包含来自全球的 193个成员，

她强调，必须公平公正地帮助所有成员，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医疗卫生能力。

面对 2009 年甲型 H1N1 流感、2012 年

中 东 呼 吸 综 合 征 、2014 年 埃 博 拉 疫 情 、

2016 年寨卡疫情等一场接一场公共卫生

危机，陈冯富珍与她率领的世卫组织团队

沉着应对，受到各方肯定。

2017 年，陈冯富珍积极促成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

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在陈冯富珍看来，中医药、针灸等中

国传统医学是有待挖掘的宝藏，她愿为将

它们引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尽一份力。

陈冯富珍表示，改革开放 40 年间，中

国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为全球疾

控事业作出重要贡献。2009年 H1N1流感

全球大流行，中国是第一个成功研发相关

疫苗的国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

世卫组织认可，这在发展中国家是首例。

“此前，全球只有四个获世卫组织认

可的疾控中心，都是西方国家。我们作为

中国人应该感到非常自豪。”今年 71 岁的

陈冯富珍说，中国在医疗发展上取得多项

重大突破，不仅改善了老百姓的生活，也

为其他国家及地区提供了参考。

目前，陈冯富珍担任国务院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首席顾问。“我在

不同的岗位，首要任务都是推动人人享有

健康。”她说。

新华社青岛 1月 3日电 （记者 张旭
东）“‘莱西会议’确立了党支部在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在之后的

发展进程中也进

一 步 证 明 ，只 有

坚 持 党 的 领 导 ，

才能走好建设富

裕、文明、民主的

新农村道路。”

山东省莱西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原 党 组 书 记 、原

莱 西 县 委 组 织

部 副 部 长 周 明

金 是 农 村 基 层

党 建“ 莱 西 经

验”的实践创新者，他说，“莱西会议”形

成 的“ 莱 西 经 验 ”是 党 的 理 论 在 农 村 的

生 动 实 践 。“ 莱 西 会 议 ”最 大 的 成 绩 ，就

是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农 村 基 层 党 组 织 的 领

导核心地位，确定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

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格局。

“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莱西会议’精

神，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党对农村

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好党组织在农村改

革发展中的引领作用，由党组织团结带领

广大党员群众，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周明金说。

改革开放初期，莱西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土地包产到户后，农民在生产上

有了自主权，村集体功能相对弱化，农民对

村党支部依赖程度降低，出现了“包产到了

户，要不要党支部”等困惑。

当时在县委组织部分管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工作的周明金，先后 9 次带领工

作组，采取驻村蹲点、走村入户等形式，

走遍 800 多个村、走访近万人次，深刻剖

析问题根源，总结提出了“以党支部建设

为核心，做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以村民

自治为基础，做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以

集体经济为依托，做好社会化服务配套

建设”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法，并在全县实

践，形成了“三配套”经验雏形。

1990 年 8 月，中组部等五部门联合在

莱西召开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

即“莱西会议”。会议总结和推广了“莱西

经验”，从理论、政策和制度上，确立了以

党支部为领导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格局。会议形成的《全国村级组织建设工

作座谈会纪要》，成为指导农村基层组织

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新华社杭州1月17日电 （记
者方问禹） 天 然 清 新 的 田 园 景

致，魅力迷人的山乡风光，苍松翠

柏的红色传承，仁义淳厚的乡风

民俗……在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

永和镇，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扑

面而来。这片虞东平原沃土田园

与四明山余脉山水造化而成的锦

绣之地，也是革命英烈何云的故

乡。

何云，原名朱士翘，1905年生

于上虞县朱巷乡（今上虞区永和

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 年

考进杭州师范学校，毕业后回乡

任教，并投身上虞县农民运动之

中。1930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读

经 济 系 ，后 转 入 铁 道 传 习 所 。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毅

然停学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党中央决定创办《新

华日报》，何云被调往汉口参加筹

备工作，担任国际版编辑。12月，

《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成立，何云

任分馆管理委员会主任（社长）兼

总编辑。1939 年元旦，中共中央

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

创刊号诞生。

1940 年 8 月，八路军发动了

著 名 的 百 团 大 战 。 何 云 随 八 路

军总部和第 129 师刘伯承、邓小

平奔赴前线组织战地新闻采访，

在 火 线 上 编 辑 、审 稿 、刻 印 、发

行，以最快的速度把战斗消息传

播出去，为鼓舞部队士气，宣传

百 团 大 战 胜 利 ，发 挥 了 巨 大 作

用。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虽然

报馆经常转移，但报纸的出版从

未间断。《新华日报》华北版被敌

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称为“华北人

民的聪耳，华北人民的慧眼，华

北人民的喉舌”和“华北抗战的

向导”。

1942 年 5 月，日军调集重兵，

对太行山辽县麻田一带进行“铁

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企图摧毁八

路军总部和《新华日报》华北分

馆。何云率领全馆同志坚持工作

和战斗。

在危急关头，何云对身边的

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了，留

下最后的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

你自己，我们不能当俘虏！”5月 28
日黎明，正在大羊角村山坡上隐

蔽的何云，不幸背部中弹负重伤，

昏倒在地。当被医护人员抢救醒

来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

伤不很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

的同志吧！”当医护人员检视完别

的伤员再来看他时，他已经牺牲

了，时年 37岁。

何云牺牲后，刘伯承沉痛地

说：“实在可惜啊！一武（指左权）

一文（指何云），两员大将，为国捐

躯了！”全国解放后，何云烈士的

忠骨移至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安

葬在左权将军墓的左侧。

永和镇党委书记朱春兰介绍

说，在艰苦卓绝、烽火连天的战争

年代，作为上虞县抗日民主政府

的诞生地，永和镇一度是上虞县

抗战的政治中心，同时作为新四

军 浙 东 游 击 纵 队 的 重 要 活 动 据

点，留下了一大批革命英烈浴火

奋战的印记。对此，永和镇将上

虞 县 抗 日 民 主 政 府 旧 址 改 造 成

“永和馆”，“红色老区”的红色记

忆、英烈遗风，仍然照亮着后人奋

进的前程。

新华社南昌1月18日电 （记
者林浩） 浙江金华永康方岩马头

山麓，松柏挺拔，庄严肃穆，条石

铺砌的刘英烈士陵园坐落于此，

供人瞻仰，缅怀着浙南游击根据

地创建人刘英。

“幼时不知路，今日上坦途。

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这是

刘 英 在 参 加 革 命 时 写 下 的 一 首

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

他以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实践了献

身革命的铮铮誓言。

刘 英 ，原 名 刘 声 沐 ，1905 年

生 于 江 西 瑞 金 一 个 贫 农 家 庭 。

1929 年 4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

任连政治指导员、营政治委员、

团 政 治 处 主 任 、团 政 治 委 员 。

1931 年 12 月任红 5 军团第 15 军

44师政治委员。1934年 1月任红

5 军团 34 师政治部主任，后任红

7 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中央

苏区历次反“围剿”，身经百战，

屡建战功。在第一次反“围剿”

战斗中，为掩护部队撤退，曾独

自抱着一挺机枪断后，直到战友

全部撤出战斗。

1934 年 7 月起，刘英任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红

10 军团第 19 师政治委员、军团军

政委员会委员、军团政治部主任，

随部转战闽浙皖赣边。1935 年 1
月，红 10 军团在赣东北怀玉山区

遭敌重兵包围堵击，大部分指战

员捐躯沙场，方志敏受伤被俘。2
月，身负重伤的刘英奉中共中央

指示与粟裕率余部组成挺进师，

任 师 政 治 委 员 和 政 治 委 员 会 书

记，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

统治的腹心地区，先后领导开辟

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刘英

曾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兼

闽浙边省军区政治委员。在远离

中央、孤悬敌后的险恶环境中，领

导闽浙边军民挫败国民党军多次

“清剿”，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

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刘英历任

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

中局委员、华中局特派员，指导闽

浙赣地区革命斗争。他积极开展

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宣传和组织

抗日救亡，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等多项工作，卓有成效，

受到各界爱国人士的瞩目。周恩

来曾称赞：“在东南战场上，浙江

是站在前进的地位，是值得其他

各省仿效的。”1942 年 2 月，因叛

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反

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但

他坚贞不屈。同年 5月 18日于永

康方岩马头山麓英勇就义，时年

37岁。

毛泽东曾深情地说：刘英“为

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

他”。

刘 英 烈 士 陵 园 是 浙 江 省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基 地 和 浙 江 省 国 防

教育基地。每年的清明节、七一

节与节假日，这里扫墓人群络绎

不绝。如今，陵园成了瞻仰革命

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

主义教育的场所。 30 岁的青年

教 师 胡 啸 曾 连 续 多 年 在 清 明 节

赴刘英烈士陵园参与扫墓，“革

命 者 坚 定 的 信 念 和 顽 强 的 意 志

让人感动，我们更该珍惜当下，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胡啸

说。

有一种智慧，穿越迷雾，洞悉大势。

有一种勇气，不惧风雨，砥砺前行。

有一种气魄，冲破险阻，力挽狂澜。

有一种担当，为世界谋发展，为人类

创未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7 年在瑞士

达沃斯和日内瓦发表的两场历史性演讲，

经越时空，在 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上，进一步感召和影响着面临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世界。

经济遇冷、冲突不断、全球化受阻、不确

定性加剧……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凝聚东方智慧、顺应历史潮流、基于

发展实践、体现大国担当的“中国之道”在

达沃斯有力地回答着“世界之问”。

全球化何去何从

“全球化 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

代的全球架构”，2019 年世界经济论坛年

会的主题开宗明义，把经济全球化问题置

于讨论的核心。

我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中，但

这一进程正在遭遇波折。一场讨论会以

“全球化：退步还是重振？”为名，恰如其分

地描述了当前的困境。

“逆流”涌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

剧。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亟待消

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带来新的挑战。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无论风云

变幻，中国始终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主

动顺应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习主

席曾在达沃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负面影

响，包括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

公平的矛盾等，不仅引导世界辩证地看待

经济全球化，更引领全球趋利避害，探寻

消解负面影响的途径。

习主席明确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

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

向发展，让各国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

界经济增长成果。

这是一个既高瞻远瞩又直击要害的

中国方案。发展是核心，发展的不平衡要

靠发展来解决。

关于习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在本届

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向各国与会者作了进一步阐释，即在做

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求更好切分蛋糕的办

法，决不能停下来、就切蛋糕的办法进行

无休止的争执。诿过于人也无助于问题

解决。同时，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把握

好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采取有效政

策措施避免收入分配失衡加剧，应对好

新技术和市场竞争给部分地区、行业造

成的冲击，使民众可以从不断发展中普

遍受益。

世界经济如何脱困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2008年国

际金融危机掀起惊涛骇浪，10 多年过去

了，其深层次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伴

随各类风险重新积聚，加上技术和产业变

革带来的深刻变化，正经历复苏的世界经

济走到十字路口。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在 达 沃 斯 发 布

的更新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世

界 经 济 出 现 更 显 著 下 滑 的 风 险 正 在 上

升，并再次下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

预期。

旧危机尚未根除，新风险又在眼前。

习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

利斯峰会上指出，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历

史性的选择。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

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

坚持开放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坚持伙伴精神，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坚持

创新引领，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坚持普惠

共赢，促进全球包容发展。引领世界经济

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的“中国方案”激

荡世界，引起强烈共鸣。

行胜于言，知行合一。作为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中国不仅为世界经济脱困提出

方案，更笃行实干，稳中求进，源源不断地

为世界经济输入正能量。

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2018年国

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 90万亿元人民币，按

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6%，继续保持

对世界增长的重要贡献。

经济数据背后，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模

式更为世界所关注。从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把大门越开越大，到坚持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人类如何共享未来

当今世界，人类命运彼此交织，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如何共享发展成果，共

创和平、繁荣、稳定、和谐的未来成为时代

之问。

两年前的日内瓦万国宫，习主席深

刻、全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忆及习主席的讲话，英国电信全球服

务部门首席执行官巴斯·伯格有着强烈

共鸣。“我们不能没有彼此，”他说，中国

的智慧在于主张全世界共同努力，找到

更好的合作方式，并利用彼此优势，使彼

此更强；利用彼此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实

现协同增长。

在具体行动中，中国捍卫多边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治理体系改

革，推动世界迈向普惠包容……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

时代的中国将为世界贡献更多智慧，为增

进全人类福祉贡献更大力量。

（参与记者：田栋栋、凌馨、王慧慧、施
建国、聂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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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风采

何云：太行山上的“新闻战士”

刘英：“赤心献革命，决然无返顾”

何云同志（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刘英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之道”力解“世界之问”
□ 新华社记者 翟伟 沈忠浩

“农村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记农村基层党建“莱西经验”的实践创新者周明金

杰桑·索南达杰：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

陈冯富珍：“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推动者

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2018年8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 吴刚 摄

2018年 4月 9日，陈冯富珍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新一
轮技术革命”分论坛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周明金（左二）与村民探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2018年 12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