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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王延斌

浙江省龙泉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的山
区，生态环境良好，被称为华东地区生物多
样性的资源“宝库”。今年1月19日，在丽
水市的百山祖国家公园内发现了一种两栖
新物种——百山祖角蟾。目前，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组织专家持续对龙
泉市境内进行生物多样性的调查，并将为
这处“生物宝库”内的物种建立起电子标本
名录与基础数据库，为全面提升生物多样
性的保护水平做好基础工作。

图为5月11日，中国计量大学植物生
态学教授孙俊威（左）与参与此次调查的助
理刘煜坤一起采集植物标本。

新华社记者 江汉摄

探索多姿多彩的
“生物宝库”

奋 斗 百 年 路 启 航 新 征 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新华社记者 刘宏宇

科技体制改革闯入“深水区”，刀刃向内、

自我革命是决定闯关成功的重中之重。而改

革效果好不好，职工群众无疑最有发言权。

5 月 11 日，科技日报记者参加了一场特

别的会议。其特别之处在于主办方鼓励自家

职工“自揭家丑”，并指定部门限期整改。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一“自我革命”，某种程

度上又一次充当了国内科研院所的“先行

者”。

这次会议名为山东省农科院“职工最不

满意的 10件事”公开交办会议。会上，职工评

议团成员亲手将“职工最不满意的 10件事”交

办书交到相关责任部门手中，责任部门负责

人分别就交办事项作表态发言。记者了解

到，这次会议是该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一部分。

据介绍，自 4月 13日，山东省农科院面向

全院广大职工征集最不满意的 10件事。截至

4月 20日，共收到不署名意见表 1199份，涉及

25 个大类 196 条具体意见。按照“最关心最

集中最直接最现实”原则，最终确定了职称评

定不科学、财务改革落实不到位、信息化系统

水平低、学科及团队建设改革进展缓慢、科研

要素保障不力、学术氛围不浓厚等职工最不

满意的 10件事，涵盖了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科

研条件平台管理使用、科研管理服务和生活

条件及环境等方面，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急

难愁盼”问题，也是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

“梗阻”问题的集中体现。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职工最不满

意的 10 件事”公开交办会议，背后的看点是

“问题由职工提出、事项由职工交办、过程由

职工监督、效果由职工评价”，以后还要形成

常态化。

为督促落实，职工评议团将每 2个月对整

改工作进行调度和评价，由职工代表现场打

分，并在全院通报。而职工评议团成员则由

科研一线代表和普通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对

“职工最不满意的 10件事”进行交办、测评、督

办、评价、考核等。

山东省农科院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开展此类活动，切实解决好广大职工“急难

愁盼”具体问题，有利于全院科研创新生态

进一步优化，促进科研人员“宜居、乐业”，提

高工作和生活的幸福感，以解决实际问题的

成效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

山 东 省 农 科 院“ 自 揭 家 丑”

直面科研人员最不满意的 10件事

当改革到了“深水区”，如何迂回前行？

如何啃“硬骨头”？需要勇气、魄力，更需要智

慧、担当。山东省农科院以“直面难题，勇于

应对”的务实做法，大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

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这一份坦荡和务实，

引来不少点赞声。

建立职工提出、职工交办、职工监督、职

工评议的职工监督批评院党委工作机制，既

是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探索，也

是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监督机制的创新

实践。

敢于直面职工提出的最不满意问题，敢

于自我揭短，主动查找和改进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以“马上就办、精益求精”的态度持续提

升科研院所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让人不禁

对山东省农科院的这种自我揭短、自我革命

精神点赞。

他们以敢为人先的勇气推动一系列科研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试图为科研事业发

展、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搞攻关提供良好环

境。而普通职工监督批评党委工作的创新实

践，也将为科研院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提供有益探索和经验借鉴。

为这一份坦荡和务实点赞

青山碧水、青砖黛瓦，位于湖南衡阳县

洪市镇明翰村的夏明翰故居，参观者络绎不

绝，有的还在故居前坪上起了“微党课”。如

今，这里成为当地热门的党史学习、红色旅

游目的地。

衡阳县渣江镇村民杨华娥带着 5 岁女

儿，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夏明翰故居。她说：

“看到他们受过的苦，再看我们享受的福，更

加感到要大力弘扬革命先烈的精神，让更多

人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

战士夏明翰（1900-1928），字桂根，出生于父

亲居官的湖北秭归，12岁时随全家回到家乡

衡阳。少年夏明翰贴近劳苦大众，表现出对

国外列强的强烈不满。有一次他和母亲途

经汉口时，看到滔滔长江上悬挂外国国旗的

船舰横冲直撞，心中无比愤慨，当即写下“国

耻恨难消”的诗句。

1917 年春，夏明翰违背祖父意愿，怀着

“工业救国”梦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

业学校。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

们走出校门，开展了抵制日货等一系列爱国

运动。

1920 年，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1921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

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

人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

代表人力车夫向当局严正表明“我们反加

租，我们要活命”立场，领导工运取得胜利。

1924 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

员，负责农委工作。1926 年 2 月，他到武汉

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1927 年 6 月，夏明翰

回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同年 7

月，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发动秋收起义。

10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阳）特委

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 年 1 月，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到湖

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1928年 3月 18日，由

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3 月 20 日清

晨，被押送刑场。行刑之前，敌人问夏明翰还

有什么话要说，他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

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年仅 28岁的夏明翰

写下了那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牺牲后的3月22日，弟弟夏明震在

湘南暴动中英勇献身。同年6月，妹妹夏明衡

面对敌人的抓捕，殉身成仁。弟弟夏明霹、外

甥邬依庄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夏明翰的妻子郑家钧专

程赴武汉凭吊，满怀深情地作七律一首，其

中写道：“白骨推波卷巨浪，丹心永照后来

人。喜见今朝乾坤赤，英魂含笑看朝晖。”

近年来，衡阳县以“高扬主义真，当好后

来人”为主题，举行了一系列群众性纪念活

动。在夏明翰故居不远处，新建的“夏明翰

党性教育基地”庄严大气，里面有“信仰是

光”“信仰是铁”等主题展览。大厅里，红砂

岩雕塑的革命先辈群像迎面“走来”，上面是

六个浮雕大字——“铁一般的信仰”。

中共衡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志春

说，夏明翰用生命谱写了一首信仰赞歌，是

共产党员永远的榜样。学习夏明翰，正是为

了不忘初心，开创美好未来。

（新华社长沙5月12日电）

夏 明 翰 ：丹 心 永 照“ 后 来 人 ”

什么样的爱情，是世界上最纯真最高尚

的爱情？

广东佛山市禅城区，铁军公园内，陈铁

军汉白玉雕像昂然挺立，她右手执卷，左手

握拳，坚毅的眼神中透出大无畏的英雄气

概。雕像下，一群年轻人正举拳宣誓。

距此不远处的佛山市铁军小学门口，也矗

立着一尊陈铁军的半身塑像，其双目炯炯有

神。“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学习陈铁军烈士

的事迹。”铁军小学校长张丽琴说，引导学生传

承以铁军精神为内核的红色基因，扣好人生的

第一粒扣子，已融入学校的办学理念。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 年出生在佛

山一个归侨富商家庭。1920年，陈铁军进入

季华两等女子学校（现佛山市铁军小学）就

读，逐渐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的启蒙教育。

1924年，陈铁军考入广东大学（现中山大

学）文学院预科就读，积极投身到反帝反封建

的国民革命运动当中。1925年上海“五卅惨

案”爆发后，陈铁军参与了广州六二三反帝爱

国大游行。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种种谬论和帝

国主义的凶残面目，她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

念，把自己的名字由陈燮君改为陈铁军，表示

与旧我的决裂以及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1926年，陈铁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

任广东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

长、省港罢工劳动妇女学校教务主任。她脱

去学生装，换上大襟衫、阔脚裤，深入基层开

展革命工作，并到“平民夜校”为工友们上课。

1927年 4月 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

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陈铁军不顾个人安

危，化妆成贵妇潜入广州柔济医院，及时将

反革命政变消息通知正在住院的中共广东

区委妇委书记邓颖超，使其安全撤离。

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铁军被学校开

除，来到香港。同年 8月，陈铁军接受组织安

排，与周文雍假扮夫妻，一起返回广州恢复

党的工作，并为广州起义作准备。

周文雍，1905 年出生于广东开平，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工

委委员、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

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

周文雍和陈铁军在广州租了一间屋子，建

立党的秘密机关，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 11

月1日，周文雍率领数千工人包围汪精卫公馆，

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在请愿示威游行中，周文

雍被捕入狱。广东省委随即成立营救小组，陈

铁军直接参与筹划和营救行动，并顺利将周文

雍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在共同的革命工作和

营救行动中，两人的感情日益加深。

1927年 12月 1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

并于当日上午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

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

员兼教育部部长。但因反动势力迅速反扑，

敌我力量悬殊，广州起义最终失败，周文雍

与陈铁军撤离到香港。

1928年初，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

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并再次按照

组织安排，与陈铁军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

建党的机关。因叛徒出卖，周文雍与陈铁军

同时被敌人逮捕。

在狱中，敌人使用了“吊飞机”“老虎凳”

等酷刑，但周文雍和陈铁军始终坚贞不屈，

没有透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在牢房里，周

文雍在墙壁上写下壮烈诗篇：“头可断，肢可

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

汉身躯为群裂。”

被押赴刑场前，周文雍提出一个要求：

与陈铁军拍一张合照。照片中，两人立于牢

门前，神情自若，视死如归。

1928 年 2 月 6 日下午，两人被押往广州

东郊的红花岗刑场。一路上，两人沿途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行刑前，他们决定将深埋在心底的爱情

公布于众，并庄严宣布结婚。刑场上，两人

并肩屹立，英勇就义。刑场成为礼堂，反动

派的枪声成为他们结婚的礼炮。

在陈铁军的家乡佛山市禅城区，近年来

大力弘扬新时代的“铁军精神”，并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学铁军、做铁军、建铁军——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全区党员

干部自觉把铁军精神融入血脉，并与群众工

作结合起来，不断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禅

城区委书记黄少文说。

（新华社广州5月12日电）

刑场上的婚礼：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开天辟地的脚步从这里出发——

1927 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

向井冈山进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

星星之火。

根植在这片充满红色记忆的红土地

上，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井冈山中队，始

终把听党指挥作为强军之魂，模范践行为

民服务宗旨，部队建设全面过硬，成为飘扬

在革命摇篮的一面旗帜。

五一前夕，漫山的杜鹃花争奇斗艳。

科技日报记者跟随武警部队“红色印记”采

访团来到这个中队，感受新时代红军传人

的强军风采。

把信仰作为照亮前
路的灯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

只有几步……”近日，一场“向党说句心里

话”主题党课活动在中队如火如荼展开。

90 后战士卢得运，喜欢玩网游、追热

剧，刚到中队不久就打起了当两年兵退伍

回家的“小算盘”。

一次，中队组织参观井冈山革命烈士

陵园，两个故事让他深受震撼——

凶残的敌人割去了中共莲花县委书记

刘仁堪的舌头，鲜血流到地上。刘仁堪不

能讲话，便用脚趾蘸着鲜血在地上写下了

“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大字；

身怀六甲的伍若兰，面对敌人吊打、插

竹签、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种种酷刑，大

义凛然地喊出：“若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

边出，赣江水倒流！”

站在开国元勋、烈士照片墙和烈士英

名录前，当听到井冈山两年零四个月的斗

争岁月里，有 4.8 万多名革命英雄壮烈牺

牲，3 万多名烈士甚至连姓名都没留下时，

卢得运的态度发生了质变。后来，他不仅

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还成为支队小有名

气的红色讲解员。

站在大家面前，卢得运说：“当年的红

军才是真正的明星!我一定要做新时代的

红军传人。”

这些年，不论时代如何发展，不管形

势怎样变化，中队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官兵，用井冈山精神建队育人，把

优良传统变成红色基因种在官兵灵魂深

处、血脉之中，成为官兵不懈追求奋斗的

精神动力。

能打胜仗才是“最美
的样子”

井冈山下通往茨坪景区的道路上，有

一个名为“胜利的号角”雕塑，非常引人注

目。

胜利是对军人的最大奖赏，也是军人

追求的最高荣誉。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

就提出红军是战斗队、生产队和工作队的

论断。

新城大捷后，红军彻底打败国民党军

队的首次“进剿”。黄洋界保卫战，红军更

是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

几十年来，无论是担负固定勤务，还是

遂行临时任务，这个中队始终坚持把履行

使命任务作为对党忠诚的生动实践。

还记得多年前的一个深夜，在通往罗

浮山的山道两侧丛林中，埋伏着警惕的武

警官兵。那天上午，3 名持枪歹徒逃窜进

罗浮山，井冈山中队奉命配合公安人员紧

急追捕。

时任中队长徐雄伟率突击队在此设

伏。一连几个小时，他们忍受着蚊虫叮咬

和饥渴，潜伏在草丛中。当 3 名歹徒趁夜

伺机下山时，被官兵逮个正着。

“能打胜仗是军人‘最美的样子’！”井

冈山市委领导欣慰地说，“一次次出色的战

例表明，井冈山的武警官兵就是犯罪分子

最大的克星！”

打赢本领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是靠

训练磨砺出来的。近年来，该中队先后在

各类军事比武中 5 次夺冠，7 人获得“勇士

勋章”，13 人被表彰为“训练尖兵”，圆满完

成 30多项大项任务。

为民情怀在坚守中
流淌

烽火连天的革命年代，井冈山的乡亲

们“把最后一个儿子送去当红军、把最后一

碗红米送去做军粮、把最后一尺土布送去

做军装、把最后一碗盐水用来救伤员”，谱

写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的动人乐章。

如今，接过红军的枪，中队官兵把初心

化作行动，擦亮“来自人民为人民”的红军

本色。

“红军在最困难的时期，仍想着让老百

姓吃饱肚子，我们作为红军传人，反哺老区

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支队政委秦智勇介

绍，中队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官兵走进敬

老院，开展清扫、理发、洗衣、晒被等活动，

每到农忙时节，帮助农户插秧、割稻、晒谷。

中队附近住着一位严炳光老人，子女

常年在广东打工。战士们看到大爷年纪大

了，有空就会上门帮助打扫卫生，拉拉家

常，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这些年，每到老兵退伍时，严大爷都会

早早起床。等退伍老兵经过他家门口时，

他就点燃一挂鞭炮，在爆竹声中目送战士

们远去。“空巢老人送亲人”的故事在井冈

山传为佳话。

近年来，这个中队先后被武警部队授

予“井冈山模范中队”，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井冈山爱民模范中队”荣誉称号，荣立

一等功 1次、二等功 3次、三等功 13次。驻

地群众饱含深情地说：“在你们身上，看到

了当年红军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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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

我社对以下申领记者证人员资格进行了

严格审核，现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

单公示如下：

代小佩
公示时间：2021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20日。

对公示信息如有异议，可实事求是

地向我单位人事部门和纪检部门反映问

题，反映者须署真实姓名，并提供必要的

调查线索。

举报电话：（010）58884034

（010）58884172

科技日报社
2021年5月13日

科技日报社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公示名单

（上接第一版）
如何减少局地、极端、突发强对流天气

等形成的自然灾害损失，是他一直思考的

问题。

李泽椿认为，关口提前、立足预防，是

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其中，“防”的关键，

是提高基于科学规律的气象灾害预报预警

能力。

气象预报为什么难以做到绝对准确？

李泽椿指出，从科学上讲，天气变化是大气

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 5大圈层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人类对各大圈层的认

识还很有限。其中，中小尺度、极端、突发

性强对流天气等的监测预警更是存在许多

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以此为

基础建立的预警发布机制，难以给灾害防

御和应急提供充分的时间准备。

“‘十四五’时期是打基础的关键期，要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统筹规划，多学科

科学家联合攻关，目前国家正在推动的地

球模拟系统研发就是契机。”李泽椿认为，

预报预警能力不断提高，加上物质的准备、

政策的应对和救援力量的组织，就达成了

“立足预防”的目标。再以此为第一环，让

风险评估、应急响应方案制定、抗灾救灾、

社会协同等环环相扣，最终才能建立综合、

统一、工程化且长期稳定运行的自然灾害

防控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