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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 11月 7日，赣南瑞金，谢家祠堂。
一批来自五湖四海、风华正茂的人们，

健步走进庄严的会场，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
红色政权首次以国家形态登上中国政治舞
台。

当夜，数万群众提灯游行、燃放焰火欢
庆。

中国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政权呱呱坠地。
人民共和国，根脉从这里来。

“埃政府”，政权的本色是为人民

瑞金叶坪，“一苏大”旧址。
阳光为旧址披上淡淡的金色，有着 400

余年历史的谢家祠堂静静矗立，一批批来自
各地的游客前来瞻仰先辈事迹、聆听建政传
奇。

1931 年 11 月，谢家祠堂被布置成庄严
的会堂，劳苦大众和红军代表步入其中，参
加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与谢家祠堂一河之隔的洋溪村，年过九
旬的钟香娣说，苏区百姓亲切地把苏维埃政
府称为“埃政府”。在当地方言中，“埃”就是

“我”的意思，“埃政府”意为“我们的政府”。
昔日的家族祠堂成为人民殿堂。
中央苏区史专家、江西赣州市委党史研

究室一级调研员胡日旺说：“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
主政权，人民开始成为国家的主人。”

“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
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揭示——人民，是这
个红色政权真正的主人。

让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
立之日起就为之奋斗的目标。90年后，走进
谢家祠堂，人们依然能直观感受到这一政权
的人民本色。

劳动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教
育人民委员部⋯⋯在 500 余平方米的祠堂
内，一个个冠以“人民”称号的“部委”，分处
在木板隔成的小间内。

“人民地位之高亘古未有。”“一苏大”旧
址讲解员邓张珊对游客说。

人民的江山，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
府”的名和实，从此一脉相承。

人民民主，在这里播下种子

凌晨四点，陈隆梅就起床了，骑着环卫
车上街开始一天的清扫。

她是江西赣州一家环卫公司清扫班班
长，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两会
期间，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一起，
走进人民大会堂共商国是。

瑞金，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源地，
人民从这里开始登上国家议政殿堂。

90 年前，各地 610 名代表齐聚瑞金，选
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实行工农兵代表大
会制度，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
理。从 1931 年 11 月到 1934 年 1 月，中央革
命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许多地方参加
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 80%以上。

千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从
未发生这样的变化。

从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人民代表大会、从
“人民民主”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
民主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长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参天大树。

人民民主，既实现于登上国家议政殿堂
参政议政，也体现为深入基层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

距叶坪“一苏大”旧址不远处，叶坪镇人
大代表联络工作站分外热闹。

“村里遭遇旱情，希望加强水利设施建
设。”“圩日期间，摊点、车辆乱摆乱停，影响
出行安全。”⋯⋯每月 7日，是叶坪镇人大代
表选民接待日。面对群众提出的问题，镇人
大代表沈建华耐心倾听、仔细记录，努力做
到件件有答复、事事有回应。

从乡村民情，到国家大政，都体现着人
民民主。

为民谋福，见证不变的初心使命

一边是土木结构的革命旧址，很多陈
设依然保留着当年模样；一边是一排排靓
丽的两三层小楼，与桂花树、樟树等相互掩
映⋯⋯

瑞金叶坪革命旧址群和叶坪新村相距
几百米，时间跨越 90年。

“当年，我爷爷在那里生活了一辈子，如
今我们住上三层半小楼，变化太大了！”望着
不远处的旧址群，叶坪新村 60 多岁的村民
谢佰林感叹。

旧址新村，映照初心。
90 年前，在叶坪“一苏大”旧址，刚刚成

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宪法大纲中明确
“以消灭封建制度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
目的”，开始了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

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耕田队、犁牛站、消
费合作社，实行免费教育，开展卫生防疫运
动⋯⋯一系列改善民生之举，让苏区人民生
活不断改善。

苏区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
都替我们想到了。”

革命为民，发展为民。
瑞金沙洲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人

民委员部交通管理局旧址，一份《中央政府
修路计划》所附的干路图上，以瑞金为中心
的 22条干路向四周延伸。

赣南，曾是偏远的代名词。
今天，一张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在这

里铺开：县县通高速、村村通客车、组组通水
泥路，京九、昌赣、兴泉、赣深等铁路和高铁
交会贯通，机场开通国际航线，老区正成为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开放前沿。

继往开来，奋斗不止。
改造危旧土坯房、升级农村电网、启动

安全饮水工程、发展特色产业⋯⋯如今，随
着若干意见的实施和脱贫攻坚的开展，赣南
山乡迎来巨变。

兴国县马良村，李吉元家三层新楼中，
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一应俱全。

他的爷爷李昌英是毛泽东同志在《兴国
调查》中访谈的八位农民之一，当时年景好
时家里能收十七石谷，但每年要吃四十石
谷，不够的只能靠番薯补充，除逢年过节外
吃不上肉。

如今，李昌英的后人吃穿不愁，还种了
油茶、脐橙，养了鸡、牛，过上了小康生活。

赣南人民不会忘记，2012 年 4 月，由 42
个国家部委组成的联合调研组，分成 14 个
小组深入包括赣南 18 个县（市、区）在内的
原中央苏区县，走村入户、察访民情，为赣南
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把脉开方”。

两个月后，《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人民
的期盼化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老区群众长
期面临的住房难、喝水难、行路难等问题迎
刃而解。

在赣南，11 个贫困县和 114.3 万名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摆脱绝对贫困。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起点。”赣州市
乡村振兴局党组书记廖丽萍说，当地已启动
新一轮驻村帮扶，1718 支驻村工作队、5026
名工作队员全部到岗，将让老区人民过上更
好生活。

民心所向 江山永固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幅苏维
埃区域地图引人驻足。

纪念馆馆长杨丽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先后管辖 13 块根据地，版图面积达 40 万
平方公里。在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中，有
的根据地一度失守。但他们不知道，民心，
才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根据地”。

瑞金向西百里外，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
发纪念馆，有一幅特殊的“草鞋地图”：80 双
草鞋挂在一排竹子上，拼成一幅中国地图的
形状。

草鞋，印刻着苏区干部的作风。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在赣
南，一首《苏区干部好作风》传唱至今，苏区
干部形象深入人心。

草鞋，承载着军民鱼水深情。
当年赣南参加各种支前组织的共有 60

多万人，长征出发前苏区妇女夜以继日赶制
出 2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战士。

草鞋，见证着义无反顾的牺牲。
丈夫长征后，赣南军嫂陈发姑苦等 75

年，每年为丈夫打一双草鞋。当年，赣南 240
万人中有 33 万余人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平
均每公里就有 3 名以上赣南籍战士倒下。
很多人和陈发姑一样苦等一生，只等来一张
写有“北上无音讯”的烈士证明。

在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看来，“草鞋地
图”上的一双双草鞋，犹如一颗颗民心，汇聚
成新中国。

任岁月流转，初心终不改，民心恒如一。
兴国县埠头乡，远远就看到那块石头上

醒目的红色大字——“铭恩新村”。
几年前，埠头乡危旧土坯房改造安置点

建成，乡亲们聚在一起为新村取名。大伙七
嘴八舌、莫衷一是，直到有人提议叫“铭恩新
村”，寓意世世代代记住党的恩情，所有人一
致赞成。

今日赣南发展日新月异，但人民对党的
感情却历久弥坚，永跟党走的故事仍在延
续。

瑞金华屋，后山又多了几株新苗。
苏区时期，17 位华氏子弟参加红军，出

发前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成
功后一起回家。然而，战争年代的离别，往
往就是永别。如今，华屋青年参军前依然会
在后山栽下一棵松树，17棵青松旁先后增加
了 26棵新松。

众心向党，汇聚起磅礴的人民伟力。
今年，瑞金市壬田镇凤岗村年近九旬的

廖秀英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
个老人靠自己做咸鸭蛋的传统手艺，推出爆
款扶贫产品“廖奶奶”咸鸭蛋，年销售收入达
480 万元，带动 90 多户贫困户脱贫。她说：

“党和政府帮我们脱贫，我年纪虽大，但有一
分力出一分力。”

不管是烽火硝烟的革命年代，还是为更
加美好生活而奋斗的新时代，亿万人的力量
汇聚成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人民的江山靠人民，人民的江山为人
民。

新华社记者 沈锡权 郭强 赖星
(新华社南昌 11 月 9 日电)

人民的江山
——写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
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1944年 9月 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
的追悼会上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
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
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
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张思德的一生，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
益工作的”一生。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贯穿历史，走进伟大的新时代，走到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

为了人民，勇于牺牲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
一员。1915 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一个
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
军于 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 12
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
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
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
张思德于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
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
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
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
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在长征途中，张思德挺身而出。饥肠
辘辘的战友在草地里发现了“水萝卜”，他
抢过叶子以身试毒，不幸中毒昏迷，经抢救
苏醒后便说：“这种‘水萝卜’有毒，千万不

要吃，快告诉大家。”
1942 年春，他在杨家岭大礼堂工地参

加劳动。上大梁时支架突然断裂，他只身
一人上前顶住，挽救了梁下施工的工人和
战友，自己却受了伤。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
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张思德
以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
压倒的崇高精神带领战友进山烧炭。他白
天挖窑伐树，晚上守在窑口查看火候，昼夜
劳作，不知疲倦。

像张思德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怕
苦、不怕死，为了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
解放，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精神，历经千难万
险，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为了人民，艰苦奋斗

平日里，张思德处处先人后己、时时无
私奉献，始终关心同志、爱护战友。

生活简朴的张思德有一只搪瓷碗，伴
随他三过雪山草地，碗壁上坑坑洼洼，搪瓷
几乎掉光了。部队发了新碗，他直接把新
碗送给别人，自己依然用旧碗。

1941 年冬，张思德和战友在执行任务
途中，发现一辆车陷入冰河。他当即脱下
鞋袜，跳入刺骨的冰河中又是破冰，又是推
车。

几十年来，张思德精神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人奋进。官兵们说：“张思德让我们明
白什么是兵，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自 2018年起，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武
警北京总队某部每年都会评选一次“张思
德式好官兵”。

“站在张思德雕塑旁，踏着老班长的足
印前进，我感觉我有着用不完的力气。”某
部干事韩野在被评为 2021 年“张思德式好
官兵”时说道。

精神如炬，坚定远行。为了人民，中国
共产党人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勠力
前行。

为了人民，甘于奉献

张思德常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事情
总是人办的！”踏实肯干的奉献精神伴随他
一生。只要对革命有益，对人民有利，他都
争当先锋。

一次部队合并整编，张思德被调到中
央警卫团，由班长变成了战士。他主动发
言，“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当战士也是革
命的需要，班长和战士的职责不同，但为党
工作是一样的。”在他的带动下，“老班长”
们纷纷放下思想包袱，踏实履职。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张思德仍在无
私奉献。

那是 1944 年 9 月 5 日，天下着雨，张思
德和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突然，炭
窑坍塌，张思德没有丝毫犹豫，把战友推出
炭窑。他，把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把死亡
留给了自己。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今天，一批批来到延安市张思德广场上的
年轻人，都会面对高达 6米的张思德雕像，
高声诵读。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中国人民
作出的庄严而神圣的承诺。

新华社记者 李晓明 刘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
——张思德精神述评

东方之邀，应者如云；互利共赢，共创
未来。

在第四届进博会上，58 个国家和 3 个
国际组织参加国家展，127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 3000 家参展商亮相企业展。在中国举
办的这一全球贸易盛会，各国客商展示首
发新品，洽谈贸易投资，共叙合作机遇，奏
响了一曲“美美与共”的共赢交响曲。

“云端”相会，共襄盛举

第四届进博会一大亮点，是首创“线上
国家展”。

进入网站，循着鼠标的轨迹，图片、视
频、3D 模型依次展开，各参展国的发展成
就、优势产业、文化旅游、代表性企业一览
无余，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遍览全球”。

爱琴海、热气球、橄榄油、传统特色地
毯⋯⋯进入土耳其的线上国家展，浓厚的
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土耳其贸易部副部长
图拉加伊表示，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
要国家，土耳其希望通过这次进博会促进
对华商品和服务贸易，进一步加强两国经
贸合作。

在希腊线上展示的企业列表里，参展
商乔治代理的酒厂赫然在列。“线上展览无
疑能让更多中国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
乔治表示，面对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把
希腊最好的橄榄油、美酒、蜂蜜推荐给中国
消费者才是他最大的兴趣。

据悉，今年有 15 个国家线上参展，其
中，刚果（布）、基里巴斯、毛里求斯、所罗门
群岛、巴勒斯坦 5 国是首次参加进博会。
由于疫情影响，这些国家难以参加线下展，
线上国家展为他们参与这场全球盛宴开辟
了“云窗口”。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孙成海认
为，前三届进博会体现出的“四大平台”作
用和参会各国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吸引这
些国家今年参加进博会的主要原因。发达
国家、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通过参加进博会都能有所
获、有所得，都深切体会到了开放市场的吸
引力。

爱尔兰今年也以线上形式参与进博
会。爱尔兰驻华大使安黛文表示：“进博会
一如既往地释放了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
了中国对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对促
进贸易自由化和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
的支持，这完全符合爱尔兰的利益。”

线下合作，共享机遇

在 1.1馆入口处，塞尔维亚工商会展台
上“与中国分享我们最好的”几个大字格外
引人注目。

这句标语得到了波兰参展商米哈尔·
比勒维奇的高度认可。在塞尔维亚参展商
那里，他找到了“记忆中的味道”——一种
由杏、李子等酿造的白兰地，被誉为塞尔维
亚的“国酒”。

“这种酒在欧洲非常有名。上大学时
我第一次喝，从此深深爱上了它。我在中
国生活 12年了，没想到在进博会能买到！”
比勒维奇拍拍手里的酒盒，话语间满是“久
别重逢”的喜悦。

比勒维奇是波兰运动营养品牌傲力健
的高级驻华代表。今年 9 月，傲力健与国
药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在第四届进博
会的舞台上，两家企业完成合作后的“首
秀”。

“中国市场未来将是我们的重要增长
点。”比勒维奇坦言，近几年，中国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成效显著，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这是傲力健看好中国市场的重要原因。

各式各样的咖啡豆、乳木果油、干辣
椒、手工艺品⋯⋯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一
角，琳琅满目的商品，丰富多彩的图片，仿
佛把人带到遥远的非洲国家卢旺达。

“这是我们第四年参加进博会了！”卢
旺达共和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沙米尔说，
进博会是实现双赢的平台，不仅有助于卢

旺达企业拓展中国市场，将优质的农产品
和手工艺品出口到中国，也让更多中国人
了解卢旺达，吸引他们前来旅游、投资。

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行走于进博会各大展厅，仿佛是一场
浓缩版的环球旅行。

在这座世界“会客厅”里，外国客商不
仅能分享中国市场的红利，更能集中接触
到全球最顶尖的产品、最前沿的创新成果，
与全球商业伙伴往来洽谈，共享最优质的
商业资源。

在技术装备展区，几个迷你展台组成
的“创新孵化专区”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关于人工智能、大数据、节能环保、工业自
动化等高精尖领域的合作讨论在这里交替
进行。热络的场景，让人期待下一个“独角
兽”的诞生。

“未来，中国市场将是我们全球业务增
长的重点。”第一年来参加进博会，芬兰软
件企业Qt大区销售总监吴坚兴奋地告诉记
者，进博会不仅开启了他们进入中国市场
的大门，更为企业搭建了与全球合作伙伴
对话交流、扩展业务的绝佳平台。

据悉，第四届进博会贸易投资对接会
上，已有上千家中外企业通过线上线下一
对一的洽谈达成超 200 项合作意向，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获了大量订单，合
作进一步深化。

“这几天，已经有不少潜在的合作伙伴
跟我们对接啦！”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瓦
努阿图参展商纳斯向记者展示着来自故乡
的各色特产,“在这里，我们有信心发现更
多商机。”

连续四年参加进博会的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今年带来 128 家日本企业和团体参
展，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该机构表示，
进博会吸引众多采购商前来，为国际合作
提供宝贵的洽谈平台，已成为日本企业面
向中国市场宣传商品的重要渠道。

中国搭台，世界合唱。越办越好的进
博会让人们更坚信：开放合作是应对挑战
的唯一出路，唯有携手并进，才能共克时
艰，共享光明未来。

新华社记者 马卓言 潘洁 邵艺博
(新华社上海 11 月 9 日电)

进博起舞天地宽
——线上线下合奏客商共赢交响曲

11 月 9 日拍摄
的 被 积 雪 覆 盖 的
汽车。

从 沈 阳 市 气
象局了解到，11 月
7 日至 9 日沈阳市
出 现 历 史 罕 见 的
特 大 暴 雪 天 气 过
程。据统计，此次
过 程 是 1905 年 有
气 象 记 录 以 来 冬
季 最 强 降 雪 过
程 。 截 至 9 日 8
时，沈阳市平均降
雪量 51 毫米，平均
积 雪 深 度 34.1 厘
米，最大积雪深度
为 41 厘米。

新华社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