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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记者来到成都市
金牛区一处普通民居，这是赵一
曼烈士孙女陈红的家。她珍藏着
一幅根据照片绘制的油画，画中
赵一曼怀抱儿子“宁儿”，神情坚
毅。

“拍摄照片后她就离开了，我
父亲再也没见到他的妈妈。”陈红
触摸着画面，将时空拉回到那生
离死别的瞬间。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
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大姐夫郑佑
之烈士，为中国共产党川南党组
织的创建人，二姐李坤杰、二姐夫
萧简青、四姐李坤能是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员。在他们的引路
下，李坤泰 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
校（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莫斯科
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她化名李一超，与
同学陈达邦相爱结婚。甜蜜还来
不及品味，怀着身孕的她奉命回
国，在湖北、上海、江西等地从事
地下工作。1929年，她在宜昌生
下儿子。孩子仅一岁多，她和姑
妹陈琮英就将儿子寄养在五哥陈
岳云家，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
革命。

分开前，她抱着儿子照了一
张合影，寄给了丈夫。谁料，竟成
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她化名“赵一
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
沈阳、哈尔滨领导抗日斗争。先
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部
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书记。

《东北抗日联军史》记载，
1933年4月，面对日伪军警横行、
工人备受欺凌的现状，赵一曼连
夜指导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
将城市交通脉搏骤然掐断。最
终，日伪统治当局迫于社会舆论
压力，答应工人复工条件，罢工取
得全面胜利。

1934 年 7 月，赵一曼前往珠
河县（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
中心县委委员，后出任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她
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成为日伪
报纸上赫赫有名的“双枪白马”女
政委，日寇目标中将她与赵尚志
并列。

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

围，赵一曼在珠河县小西北沟与
日伪军激战中身负重伤，不幸落
入敌手。

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
北烈士纪念馆）那间阴冷的刑讯
室里，敌人用尽惨绝人寰的酷
刑——钢针刺伤、烙铁灼肤、辣椒
水灌鼻……面对非人的折磨，赵
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你们
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把人剁成
肉泥，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

在哈尔滨治疗期间，她强
忍骨碎化脓的剧痛，断然拒绝
截肢——她坚信保住腿，就有重
返战场的希望。在她的感化下，
看守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助她逃
离魔窟。然而三天后，敌人再度
追至，赵一曼重陷囹圄。

1936 年 8 月 2 日，年仅 31 岁
的赵一曼在珠河英勇就义。赴刑
场的列车上，她向押送人员要来
纸笔，用被敌人折磨得几乎难以
握笔的手，给远方的儿子写下字
字泣血的绝笔：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
育 的 责 任 ，实 在 是 遗 憾 的 事
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
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
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陈红带着哽咽诵读，这是她
的父亲——“宁儿”陈掖贤在东北
烈士纪念馆亲笔抄录，作为传家
之宝。那不忍卒读的字迹，蕴含
着何等巨大的情感！

革命胜利后，李坤杰、陈达
邦、陈琮英和陈掖贤几经寻找，
党组织终于确认赵一曼就是李
坤泰。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
馆抄录母亲遗书时，在手臂上用
钢笔深深刺下“赵一曼”三个
字。“父亲告诉我，要将奶奶在信
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
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陈
红说。

在哈尔滨，2375 米的“一曼
街”刻入城市肌理；在宜宾，一曼
公园、一曼村、一曼大道、一曼中
学成为追怀之地；四川省退役军
人事务系统、金牛区纪委监委等
邀请陈红作为宣讲老师，走进社
会和课堂……中华大地上，赵一
曼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传
颂！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自6月
20日起，高铁宠物托运服务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覆盖京沪、
京广、京哈、沪昆等 8条高铁的 25座车站、38趟动车组列车。
这意味着，今后旅客可以带着宠物往返更多城市。

扩大试点范围后，高铁宠物托运服务继续执行“人宠同出
发、同到达”规则，预约方式、受理流程、服务项点、价格标准等
保持不变。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宠物托运”功能查
询对应车次，购买车票并线上预约同车托运宠物服务。旅客
可同车托运 1只家庭驯养且健康状况良好、单只体重不超过
15公斤、肩高不超过40厘米的猫、犬类宠物。

预约成功后，旅客在乘车前按约定时间携带宠物及购票
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前往出发高铁车站
的中铁快运营业部办理托运手续。抵达目的地车站后，旅客
根据短信或电话提示领取宠物。针对夏季气候炎热的特点，
铁路部门将加强高铁快运柜、宠物箱消毒清洁，强化全过程安
全管控，持续提升高铁宠物托运服务品质。

据新华社电 为统筹处理好耕地保护与农民利益、农村产
业发展的关系，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这是记者 20日在自然资源部“为基层解难题办实事”媒
体座谈会上获悉的。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司长贺勇
说，作为一种刚性约束，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遏制了各
类非农建设对耕地的无序占用，限制了城市“摊大饼”式扩
张。但基层反映，永久基本农田管理存在“刚性有余、弹性不
足”的问题。为此自然资源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研究起草了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初步考虑是，以永久基本农田布局优化为目标，建立“优
进劣出”管理机制，推进永久基本农田更加集中连片，逐步提
高优质耕地比例。在优化布局过程中，对基层反映的一些与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配套设施难以落地问题，办法将做
出明确的政策安排，并加快出台。

认定一批，就是对耕作层良好、符合耕地认定标准的，认
定为耕地并进行严格保护；恢复一批，就是对集中连片、具备
良好灌溉条件且易于恢复的，结合农民意愿、产业发展、作物
生长周期等，分阶段、分批次逐步恢复；置换一批，就是对质量
较差、坡度较陡等确实不适宜恢复的，有序退出耕地保护范
围，置换适宜作为耕地保护的地块，确保耕地实至名归。

据新华社电 记者 20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日前召开会议研
究部署本年度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提出要
坚守长期主义，不搞“内卷式”竞争，绝不能偷工
减料、以次充好，以牺牲产品性能、降低产品质量
为代价实现短期的“降本增效”。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
司日前联合召开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视
频会，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

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围绕产品设计验
证、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严格
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
行夸大和虚假宣传，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下一步，三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推
进信息共享，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
查，加大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提
升安全监测平台效能，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
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推动我国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赵一曼：

舍家卫国的巾帼英雄

时代的呼唤 历史的必然
——深刻领悟“中国—中亚精神”的宏阔意涵

高铁宠物托运服务
6月20日起扩大试点范围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管理办法即将出台

三部门联合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

6月17日，制陶师傅方建飞在桂东县普乐镇陶瓷作坊制作陶器。
新华社发

6月20日，龙山县居民在临时取水点取水。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6月20日，工作人员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制管作业车间
内操控设备。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湖南桂东湖南桂东：：传承陶瓷烧制技艺传承陶瓷烧制技艺

湖南龙山湖南龙山：：强降雨后恢复生产生活强降雨后恢复生产生活

天津天津：：海洋装备产业迈向海洋装备产业迈向““数智化数智化””发展新路发展新路

铭记历史铭记历史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缅怀先烈缅怀先烈

6月20日，在江苏省兴化市陈堡镇四林村，农民冒雨在田间耕地（无人机照片）。
夏至来临，人们把握农时、辛勤耕作，期待收获。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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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17日在哈
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成功举行。本届峰
会最突出的亮点是，习近平主席宣布
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
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

“中国－中亚精神”，并精辟地将其核
心要义概括为：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坚持深化互信、同声相应；坚持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守望相助、同
舟共济。

“中国－中亚精神”在历史长河中
淘洗、于时代风云中淬炼，深深植根于
中国与中亚国家友好交往的实践沃
土，深刻回应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
对共同发展的时代呼唤，更是以其鲜
明的合作共赢品格和超越零和的实践
逻辑，在变乱交织的当今世界，为国际
关系健康发展开辟了崭新路径。

源于实践的深刻凝练源于实践的深刻凝练：：
一部风雨同舟的合作史一部风雨同舟的合作史

精神之树，必植根于实践的沃
土。“中国－中亚精神”的生命力，首先
在于其厚重的历史根基与现实土壤。

回望历史，两千多年前张骞“凿空
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
浩荡史诗。这份跨越千年的情谊，为
今天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文化根
基。进入新时代，这种友好传统在更
为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得到淬炼与升
华。三十多年来，中国本着平等协商、
互谅互让的精神，与中亚各国彻底解
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使长达
33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变成了连接
彼此的和平纽带与合作桥梁。这正是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最朴素、也最坚
实的起点。

这份宝贵的政治互信，在共同应
对地区安全挑战的严峻考验中得到巩
固。面对“三股势力”的共同威胁，中
国与中亚国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
下，共享情报、联合演训、协同打击，共
同构筑起地区安全的坚固屏障。这

“同声相应”的背后，是对彼此核心利
益的坚定支持，是“不做任何损害彼此
核心利益的事”的庄严承诺。正如乌
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图拉加诺夫指
出的，中国尊重中亚国家的主权和发
展道路，赢得了各方广泛信任。“中
国－中亚精神”不仅是中国与中亚国
家合作的价值基础，更成为推动区域
稳定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中亚首提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十余年来，
从横贯大漠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
道，到穿越天山、将化天堑为通途的中
吉乌铁路；从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
斯-东大门”无水港，到中亚各国日益
普及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从哈萨克斯
坦民众盛赞的阿拉木图光伏电站，到
塔吉克斯坦急需的杜尚别热电厂……

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正是
“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生动写照。
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言论报》副主编肯
扎耶夫认为，中国积极投身中亚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将自身发展机遇毫无
保留地转化为地区共同繁荣的红利，
是“中国－中亚精神”的践行者。

面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守
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情谊得到了最真
切的诠释。在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
刻，中亚国家送来宝贵物资；当疫情在
中亚蔓延，中国的医疗专家组和疫苗
第一时间驰援。这种患难见真情的邻
里之道，超越了单纯的利益计算，为国
际关系注入了生命至上、大爱无疆的
温暖。“虽然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
邻里间相互信赖、相互支持的友谊，使
我们对彼此的境遇感同身受。”哈萨克
斯坦“阿塔梅肯”国家企业家协会主席
拉伊姆别克·巴塔洛夫这样说道。

可以说，“中国－中亚精神”的每
一个字，都烙印着中国与中亚国家交
往的真实足迹。它是一部用真诚与信
义书写的合作史，因其植根于深厚的
历史和现实基础，故而根基稳固、底蕴
厚重。

着眼未来的思想引领着眼未来的思想引领：：
一条共同现代化的新路径一条共同现代化的新路径

“中国－中亚精神”是对过去的总
结，更是对未来的擘画。它为六国关系
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行动指南，特别是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这一
核心要义，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开辟
了更广阔、更具时代性的新前景。

中国从不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
化，而是致力于与各国共同发展、合作
共赢。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
家，一直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
中国与中亚国家务实合作破解的是发
展难题，汇聚的是共进力量，托举的是
共同繁荣。中国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开放，为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世界
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与各国携手
奔赴宽广的共同现代化之路。

“共同现代化”，本身就是一种极
具开创性的理念。它旗帜鲜明地摒弃
了那种赢者通吃、导致中心－边缘依
附的旧式现代化逻辑。中国在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伟业的同时，真诚地与中亚伙伴加
强发展战略对接，分享治理经验，协力
推动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其中，既
有《摆脱贫困》乌兹别克文版的出版，
分享减贫的中国经验，也有中方决定
设立的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
大合作中心和未来两年提供3000个培
训名额，回应中亚渴望振兴、提升自主
发展能力的迫切需求。这种“立己达
人”的东方智慧与胸襟，为“共同现代
化”这一命题，给出了更加包容、普惠

的中国方案。正如古巴国际政策研究
中心中国问题专家爱德华多·雷加拉
多所言，从“中国式现代化”走向“共同
现代化”，展现了中国愿意分享自身发
展成果和经验的大国气度和开放姿
态，表达了推动包容性、可持续和互利
共赢发展的坚定承诺。

“高质量发展”为“共同现代化”注
入了强劲动力，推动中国与中亚的合
作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合作的
焦点，不仅仅是传统能源和基础设施，
而是更多地转向绿色矿产、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现代农业等新增长点。例
如，中国的新能源技术正帮助中亚国
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机会直接跨入
绿色发展的快车道。跨境电商、在线
教育等新业态，正通过“数字丝路”惠
及千家万户。遍布中亚各国的“鲁班
工坊”，则为当地培养了大量急需的技
术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
的人力资本支持。南非知名学者桑迪
莱·斯瓦纳认为，中国在推进高质量发
展转型的过程中，正通过技术培训、人
才交流等方式，与各国共享成果和发
展经验，共同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和
现代化进程。

思想的引领与务实的合作，需要
通过稳定、高效的机制加以固化和推
进，确保其不因一时一事而动摇，并不
断拓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中国－中
亚精神”转化为造福中国与中亚国家
人民的物质力量离不开机制的保障。
从元首会晤机制，到全面运行的中
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从 13个部级合
作平台相继建立，到突破100对的友城
关系；直至此次峰会签署的永久睦邻
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
好的原则固定下来……这一切都表
明，在“中国－中亚精神”引领下，中国
与中亚国家合作正朝着更加结构化、
制度化、长期化方向迈进，其锚定的目
标，是构建一个休戚与共、深度融合的
命运共同体。

汇聚共识的重要启示汇聚共识的重要启示：：
一份破解全球困局的新方案一份破解全球困局的新方案

“ 世 界 怎 么 了 ，我 们 怎 么
办？”——面对这一时代之问，“中
国－中亚精神”的意义已远超双边和
区域范畴。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霸权主义逆流涌动的当下，它鲜明展
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精神底色，为
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国际关系健
康发展提供了一份极富启迪意义的中
国－中亚方案。

它是一面“和平镜”，映照出与“丛
林法则”截然不同的交往之道。当一
些国家仍在迷信实力地位，动辄挥舞
关税大棒、煽动地缘对抗之时，“中
国－中亚精神”所倡导的“国家不分大
小一视同仁，有事大家商量着办”，无

疑是一股清流。它继承和光大了“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挑战了“强权即公
理”的霸权逻辑，雄辩地证明了不同社
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
的国家，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康庄大道。巴基斯坦学者
马哈茂德·哈桑·汗认为，“中国－中亚
精神”凝聚了世界团结与正义的声音，
为深陷冲突危机的地区国家提供了与
邻为善、携手发展的宝贵经验。

它是一扇“文明窗”，展现了“和合
共生”的东方智慧。“中国－中亚精神”
的内核，包含了中华文明“讲信修睦”、

“兼爱非攻”、“立己达人”的文化基
因。它超越了文明冲突论的狭隘视
野，主张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在交流互
鉴中共同进步。从互设文化中心，到

《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影视作品走
红中亚，这些丰富的人文交流实践，正
在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心联通”拉
紧情感纽带，也为世界不同文明如何
和谐共处提供了生动范例。

它是一座“发展桥”，为全球南方
团结自强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与中
亚的合作，是平等互利的南南合作典
范。它既非援助国的施舍，也非地缘
政治的附庸，而是发展伙伴间的平等
相待、彼此成就。古巴政治学专家雷
加拉多评价说，中国与中亚国家推动
的“共同现代化”，尊重各国国情，注重
区域协同，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更加
平衡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这一成功
实践，将极大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增
强它们通过团结协作、自主发展来摆
脱贫困、实现繁荣的信心与力量。

“中国－中亚精神”的提出，是历
史的必然，更是时代的呼唤。它承载
着两千多年文明交流的深厚底蕴，体
现着新时代合作发展的崭新理念，昭
示着人类社会进步的美好前景。在这
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我们更加
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来指引前行方
向，照亮合作道路。正如马哈茂德·哈
桑·汗所说，“中国－中亚精神”为世界
带来启示，那就是，从全人类的福祉出
发，摒弃对抗思维和霸权意识，真正加
入到世界和平力量的阵营中来，携手
共赴现代化，共同建设公正合理、平等
有序的国际秩序。

行大道者得人心，凝众志者成其
远。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不能倒退，
应当向前；世界不能分裂，应当团结；
人类不能回到丛林法则，应当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精神”，这
份源于实践、引领未来、汇聚共识的思
想财富，正是这一伟大愿景的生动实
践和有力证明。展望未来，“中国－中
亚精神”必将在更大范围内发挥重要
作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
护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