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梁山深处：一位老师和六个娃
黄河岸边，吕梁山上，一位老师，六名学生，组成了一所特殊的

“麻雀小学”。
绵延不断的吕梁山几乎隔绝了杨家洼村民与外面的联系，去县

城需要在崎岖的盘山路上行车一个多小时。这所小小的“麻雀学
校”——山西省柳林县高家沟乡中心校杨家洼小学，成为村里孩子们
读书的唯一场所，承载着山里娃学习知识走出大山的梦想。

今年39岁的王福平从2001年开始乡村教师生涯，先后在高家
沟乡的多所乡村小学任教。2007年，得知杨家洼小学的老师退休，
王福平主动申请来到杨家洼小学任教，成为了杨家洼小学唯一的老
师。

12年来，杨家洼小学走出了40多名学生，到山下的学校继续上
学。学生走了一批又一批，王福平始终坚守在大山深处的杨家洼小
学。每年九月，小学如期开学，朗朗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出，萦绕在
学校和山野间。

在条件艰苦的乡村小学里，乡村教师王福平不离不弃的坚守，让
山里娃有了学习的机会。

“看着孩子们学到知识，健康成长，我特别欣慰。上学能改变孩
子们的命运，不能把孩子们耽误了。我愿意在乡村小学呆一辈子，这
是我的选择。”王福平说。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本报记者 刘亮亮 摄）

王福平老师和学校的部分学生在院子里合影（9月3日摄）。

9月2日，在杨家洼小学，王福平老师（右）在给三年级的学生王慧芳辅导
作业。

9月3日，在杨家洼小学，王福平（左一）带着学生们升国旗。

9月2日，在杨家洼小学，一年级学生白珏（前）和二年级的王维棋在体育
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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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档案馆关于征集档案的通知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

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

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

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

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

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

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土

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

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

批组织了土地改革。为保证土地改革法

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大批干

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中吸收了相当一批

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和学生，经过集中培

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

工作方法，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

革。从 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

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

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土改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到

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

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基本完成。全国有 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

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

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

除了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约 3000 万

吨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

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

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

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

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

胜利。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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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为更好

地记录吕梁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人民

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市档案馆面

向全市各机关单位、社会组织、民间团体

和个人，广泛征集各类重要档案资料。

一、征集范围及内容
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吕梁社会记忆、历

史文化、社会风俗、乡村振兴、城市变化、企

业发展、人民生活变化，与社会发展息息相

关且具有一定价值的照片、音频、视频、实

物等档案资料，包括各种版本的家书、照

片、证件、志书、年谱、家谱、票证、证章、商

标、契约、小报等。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吕梁城乡建设档案资料及实物

1、反映吕梁城市工业发展、乡村振

兴及脱贫攻坚过程的文件、书籍等档案

资料及实物。特别是吕梁重点工程、重

大建设项目、重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

档案资料及照片。

2、记录吕梁各个历史阶段面貌、反

映吕梁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变化的历史

物件、老照片、证件、票据等。

3、反映吕梁城市建设、街道、景观、

建筑格局变迁的档案资料及照片。吕

梁已拆迁地区的今昔对比照片、地图、

行政区划图、手绘地图、航拍图、建筑、

街景等档案资料及照片。

（二）吕梁文化活动和社会风俗档

案资料及实物

1、记录吕梁红色文化和革命历史

的档案资料及实物。

2、吕梁的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

产、手工艺等的档案资料及实物。

3、吕梁的民风、民俗及人民生活的

照片、书信、音像资料等。

（三）名人、个人档案资料及实物

1、吕梁籍或在吕梁工作、生活过的，

具有较高声望的知名人士、有突出贡献的

科技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全国劳模、党

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红军、战斗

英雄等以及担任市以上主要领导，在工

作、生活及社会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工作日

志、书信、任职文书、照片、证书证件等。

2、吕梁籍或在吕梁工作、生活过的

知名艺术家和民间艺人创作的作品，创

作底稿、印章、书信、证书等等档案资料

及实物。

3、吕梁地区各行业、各单位荣获全

国荣誉称号和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先

进模范或标兵等文书、照片、声像资料

和标志性证书奖匾。

二、征集方式
面向全市广泛征集各种类型的老

旧档案。活动结束后，市档案馆将向档

案资料捐赠者发放捐赠荣誉证书，并选

择部分档案举办建国七十周年档案展

览，档案所有权为机关单位的，按规定

开具移接交手续。

三、征集活动宣传语
每一张照片

每一段影像

每一个老物件

都如同一把钥匙

打开记忆的闸门

……

这些老物件不仅仅

承载历史的回忆

更反映了吕梁经济社会和人民生

活巨变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回顾红色吕梁发展历程

“新中国的吕梁记忆”主题档案征

集活动

我们在这里等您

四、征集要求及时间
每一件老物品、老照片、老故事都

是时光的珍藏与纪念，参与征集活动时

请附简要文字说明，讲述背后承载的独

家记忆。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12月 10日。

五、征集说明
（一）征集的档案资料要求内容真

实 、文 字 图 表 音 视 频 清 晰 ，突 出 原 始

性。如提供照片电子版，要求大小不小

于 3M，不得用 PS方法对内容进行删除

或增添。每件档案资料需附简要文字

说明，提供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历史

背景等信息。

（二）征集方式包括无偿捐赠（可直接

向市档案馆捐赠原件或复制件。凡捐赠

进市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经过鉴定后由市

档案馆永久保存）、暂借复制（个人不愿捐

赠原件，市档案馆可以提供复印(复制)服
务，复印(复制)后原件归还本人，复印(复制)
件在市档案馆保存）、按价收购（市档案馆

向档案资料持有者征购档案）、寄存保管

等方式。具体征集方式由捐赠者和主办

方协商决定。市档案馆向捐赠者颁发捐

赠证书，对其中特别有历史价值的，经文

物部门鉴定后予以适当奖励。

（三）档案捐赠者对提供的各类档

案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不得侵

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吕梁市档案馆

联系电话：0358—8222313
0358—8224334

地 址：吕梁市离石区永宁中路

9号市委大院吕梁市档案馆

电子邮件：lldaxx@126.com
邮 编：033000
特此公告。

吕梁市档案馆
2019年9月2日

3000米，这是国产大飞机 C919首飞

的最大飞行高度；

6000 米，国内首架大型双发长航时

无人机成功首飞；

数百公里的太空轨道，神舟飞天、北

斗组网，中国卫星自由徜徉；

38 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嫦娥四号首

探月背，五星红旗格外鲜亮……

梦想是伟大事业的开端。从温饱不

足到迈向全面小康，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无数梦

想拔节生长，美好希望竞相绽放。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伟大
梦想决定伟大创造

1958 年，一列闷罐火车行驶在中国

西部，所经站牌都被草帘子遮得严严实

实。列车的目的地是一望无际的戈壁，

任务是在荒凉沉寂的戈壁滩里修铁路、

建机场，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新

中国的首个导弹、卫星发射场。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

人烟，风吹石头跑。”这里是酒泉，也是新

中国航天事业的圣地。

离发射场不远处，东风烈士陵园坐

落于此。760 多名航天工作者在这里长

眠，他们牺牲时的平均年龄仅 27岁。

他们生前，吃沙枣、喝碱水、睡帐篷、

住地窝，没有大型机械，一根根枕木、一

条条钢轨，他们就手拉肩扛，仅用两年时

间就在戈壁滩上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综合

导弹试验靶场。

1960 年，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

“东风一号”腾空而起；1966年，我国进行

首次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1970年，我

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起飞，一

曲《东方红》声震寰宇……

从一穷二白到创造传奇，一代又一

代航天人献完青春献子孙，在茫茫戈壁上

放飞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以身许国、九死

不悔的壮阔人生。

人民不会忘记，他们深沉厚重、薪火

相传的家国情怀。

1949 到 2019，每一次飞行都描绘着

壮丽的中国航迹，每一步跨越都标注着

崭新的中国高度。

70 年前：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

兴，开国大典上，受阅的飞机因为数量不

够，不得不飞完一圈绕回来再飞一圈。

70 年 后 ：国 产 大 飞 机 运 20、C919、
AG600 蓝天聚首，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

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飞行次数突破 300……

“中国航天起步时，首先是考虑解决

有无问题。”“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

栋院士，是这一切的亲历者。他说是中

国航天精神铸造了中国第一星，是中国

航天事业发展成就了巨变。

从“东方红”跃然于世到“墨子号”飞

向太空，从“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到从北

斗系统服务全球、“嫦娥四号”传回世界

上第一张月背影像图……一部新中国的

航空航天发展史，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从仰望星空到走在前列：梦想
让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

梦想，从历史长河中走来，闪耀着伟

大复兴的曙光。

45年准备、论证，15年探月圆梦。

1957年，年轻的欧阳自远被苏联发射

上天的第一颗卫星震惊了。搞矿产勘探的

他在想：如果能用卫星找矿，效率该有多高！

1958 年，美苏相继公布探月计划。

欧阳自远急了，既然没人搞，那就我来干！

从年轻的科研人员到白发老院士，作

为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的

欧阳自远一干就是 45年，他和同事们最终

完成了《中国首次月球探测立项报告》。

2004 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立项；

2019 年，嫦娥四号成为首个实现月球背

面软着陆的人类探测器……

“生命就这么长，要把最宝贵的时光

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梦想让我们

离目标越来越近。”欧阳自远说。

50年前，人类登月成功；50年后，月

球上的中国探测器、中国月球车仍在继

续书写新的传奇。

2019 年 8 月 25 日，月亮上的“嫦娥”

“玉兔”又醒了！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

兔二号”巡视器再次通过月夜低温考验，

分别自主唤醒，进入第九月昼，继续开展

科学探测任务。

还是在酒泉，2019 年夏秋之交的一

个月之间，连续三发火箭腾空而起。“捷

龙、快舟”接过前辈手中的火炬，“星际荣

耀”开辟中国民营火箭新天地……中国

速度让中国高度未来更可期。

“两弹一星”梦、载人飞天梦、探月梦

……每一个梦想成就更大的辉煌。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过这样快

速的发展，中国就是未来。”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赞叹于

中国的发展。

时代的脚步，总在不断跨越艰难险

阻中愈发坚实。探寻巨变，必有生生不

息的力量源泉。

这是涓滴而成的大海，重大工程的跨

越，正来自“中国方案”凝结而成的厚积薄

发，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奏出的时代强音。

这是万千活力汇聚而成的时代伟

力，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奋斗基点，勇于探索、协同攻坚

带来自觉创新的不竭动力。

“科技梦”助推“中国梦”：对
未知的探索永不停歇

2017年 5月，C919成功首飞，实现了

国产大型客机“零的突破”，让中国不再

是“没有翅膀的雄鹰”。

没有谁比中国人民更懂，什么是众

志成城。

从 1970 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

飞机立项，到 2017 年 C919 成功首飞，中

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近半个世纪。

C919首飞现场，年近九旬的“运十”

飞机副总设计师程不时用自己珍藏多年

的小提琴，深情演奏了一曲《我爱你中

国》，打动了在场每一个人。

祖国，就是一代代奋斗者的不竭动

力，就是一代代报国者的无声誓言！

经过近三年的紧张调试，“中国天

眼”渐入佳境。截至目前，被誉为“中国

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已

发现 132 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其中

有 93颗已被确认为新发现的脉冲星。

“‘中国天眼’短短两年内的发现超过

同期欧美多个科研团队发现数量总和，将

帮助科学家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更大突

破。”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朱文白说。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

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从困境中奋

起，有一种特殊的基因，这种基因就是伟

大的中国式创新。一个个创新成果的涌

现，编织起人民走向美好的希望版图，托

举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月球返回、探索火星、空间驻留……

仰望璀璨星空，我们追梦不止。中国将

奏响探索宇宙的新乐章，崛起中华民族

精神的新高度！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1950 年 6 月 ， 朝 鲜 内 战 爆 发 ，

美国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

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

中国台湾海峡。此后，侵朝美军越

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

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

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当时中国

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

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

议，经过反复权衡，在 10 月上旬做

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

决策。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

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

肩作战，到 1951年 6月，历时 7个多

月，先后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 23
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地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

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

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

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

义务，许许多多的英雄包括毛泽东

主席的长子毛岸英，长眠在了朝鲜

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

同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

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军

参 战 ， 捐 献 飞 机 大 炮 ， 慰 问 志 愿

军，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

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1 年 7 月 ， 朝 鲜 战 争 进 入

“边打边谈”阶段。经过两年的相

持，交战双方于 1953 年 7 月签署停

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

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

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

这场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

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

强的范例，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

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

感，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

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

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中国高度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就述评之二

□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