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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辽阳工人雷锋纪念馆、辽宁

石化大学雷锋精神育人馆建成之

后，日前，全国唯一一座建在村里

的雷锋纪念馆又在铁岭县横道河

子镇下石碑村开馆。至此，雷锋在

辽宁足迹所至的地方都有了雷锋

纪念馆室，包括鞍山、辽阳、抚顺、

营口、铁岭和原沈阳军区。就连雷

锋生前经常去扫雪的三等小站瓢

儿屯火车站也有了专门的雷锋精

神教育展室。辽宁以这些馆室作

为雷锋精神的“种子基地”，集中了

一批雷锋的工友、战友、学生、房

东、义弟，传承雷锋精神，构筑道德

高地，循着雷锋的足迹建成了一道

亮丽的道德景观带。

雷锋参军前，在辽阳弓长岭铁

矿当了 142 天工人，3 次被评为先

进生产者，5 次被评为标兵，18 次

被 评 为 红 旗 手 。 1959 年 11 月 5

日，雷锋与工友们雨夜抢救水泥的

事迹分别登上了《弓长岭报》和《共

青团员报》。雷锋参军后，听说辽

阳暴发洪水，就把自己省吃俭用攒

下的 100 元钱寄给了灾区，汇款单

上写着：“辽阳是我的第二故乡，弓

长岭就是我的家。”

因此，弓长岭区建立了以工人

雷锋为特色的纪念馆，并与八一电

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雷锋在

1959》。雷锋的工友范士申，与雷

锋同时从辽阳应征入伍，1965 年

退役后，又回到弓长岭，选择继续

下井。他说：“我是雷锋的工友和

战友，雷锋不在了，但雷锋精神不

能丢。”

当年雷锋在姑嫂城救助过贫

困户吕长太一家，并认吕长太为干

爹，吕长太的儿子吕学广比雷锋小

一岁，因此管雷锋叫哥。雷锋去世

后，吕学广一直以雷锋为榜样，在

村头摆摊修车，对生活条件不好的

一律免费。2011 年以后，吕学广

又组织 40 多名村民成立了全国第

一支农民学雷锋志愿者团队。在

雷锋精神鼓舞下，弓长岭这座只有

10 万人口的小城，就有 1.6 万名学

雷锋志愿者。

坐落在抚顺望花区的瓢儿屯

火车站，是一个隶属于沈阳车务段

的三等小站，却因为雷锋的出现而

闻名遐迩。1961 年冬的一天，鹅

毛大雪下了一夜。清晨 5 时，车站

客运员王海滨拿起木锨起来除雪，

朦 胧 中 发 现 有 人 已 在 站 台 上 除

雪。走近一看，是一位身材不高、

身穿军装、满身覆盖着厚厚雪花的

解放军战士。从此，这名战士经常

到车站帮助清扫候车室，给旅客倒

水，扶老携幼。大家也从此认识了

这个战士——雷锋。2000 年，瓢

儿屯站创建了雷锋精神教育展室，

展出与雷锋有关的实物、信件和资

料 38 件，以及车站各个时期学雷

锋的照片 65 幅。每当有新员工入

职，客运员王海滨就会主动为他们

介绍雷锋的事迹。如今，王海滨早

就退休了，讲解的任务由王海滨的

徒弟李斌转到薛飞，再转到钟雪

峰、吴皓，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学

雷锋活动却一天也没停止。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坐落在抚

顺，毗邻雷锋当年的军营。校园

里，雷锋留下了那张珍贵的“擦汽

车”照片；讲台上，雷锋留下唯一一

次 在 高 校 作 报 告 的 身 影 。 50 年

来，学校数易其名，但以雷锋精神

建校育人的理念始终没变。该校

雷锋示范班走出一批又一批“活雷

锋”。

雷锋“雨夜送大嫂”的故事发

生在铁岭下石碑村。1962 年 2 月

26 日至 8 月 15 日，雷锋随部队施

工，负责给施工部队运送粮食蔬

菜、装备器材，驻扎在这个村，并在

此度过了人生最后的 170 天。直

到现在，村民仍然记得当年 8 月 15

日雷锋出村前的情形。当时，天刚

蒙蒙亮，雷锋正在给汽车加水，看

见村民党魁珍，还笑呵呵地打招

呼：“今天我回抚顺，您有什么事没

有？”之后，雷锋和乔安山就出发

了。出村的路上，正是村民下地干

活的时间，村民与往常一样和雷锋

说笑寒暄。谁也没想到，这是他们

与雷锋的最后一面。

雷锋冒雨送回家的大嫂，闻听

雷锋去世的消息，特意求人写了一

篇报道，刊登在一家报纸上，于是，

“雷锋雨夜送大嫂”的故事便流传

开来。下石碑的村民更是念念不

忘雷锋。比雷锋大一岁的村民艾

荣普，给雷锋当了 5 个月“房东”，

之后学了一辈子雷锋，村子里的雷

锋纪念馆落成后，他当起了义务讲

解员和维修工。

辽宁循着雷锋足迹

构
筑道德高地

本报记者

毕玉才

本报北京 4 月 4 日电（记者张
景华）北京市社会组织党的建设研

究会日前成立，首批会员有 100 余

家，涉及教育、法律、文化、工商社

会服务、农业及农村发展、科研、国

际交流等行业，具有广泛代表性。

据统计，北京注册和备案的社

会组织已发展到 3 万多家，呈现面

广量大、高端聚集、社会影响力大

的特点。这些社会组织涵盖各行

业领域，集聚了大量管理技术人

才、专家学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近年来，北京先后认定了 51

家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2016

年，北京通过开展党建工作“点、

线、面”工程和“两新”组织两个覆

盖“百日推进工程”，非公企业党组

织、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分别达

到 83%和 67%，“两新”组织党组织

和党的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

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刘林当选研究会会长。他表示，研

究会将整合社会组织党建研究资

源，努力推动北京市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服务首

都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北京

社会组织党建研究会成立

本报讯 近日，北京大学政策

法规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任羽中、北

京大学党委研究室副主任吴旭等

撰写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问

题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从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的

内涵、主体、模式、路径等维度进行

了专题研究，其中涉及高校“去行

政化”与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校—院系”分权治理、“教授治学”

与“师生治学”、高校人事体制改革

等热点问题，对近年来中国高校推

进依法治校、依章办学和改革创新

的经验进行了初步总结。同时，运

用党的建设理论以及政治学、社会

学的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些前沿性

观点和政策建议。

（李根）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治理问题研究》一书出版

2016 年 8 月以来，福建省福州

市推行着眼于一线培养干部、识别

干部、使用干部的一线考察干部新

机制，树立以战果论英雄的鲜明导

向，全力推进全市各项事业发展提

速增效。

从灾后重建、征地拆迁、项目

建设到维稳处突、抢险救灾、精准

扶贫，新机制被应用于各种急难险

重任务和日常工作一线。在这一

体现时代担当的新机制的催生下，

福州的建设发展正呈现出怎样的

态势？当地领导干部又有哪些新

气象？记者为此走入工作一线，走

上街头巷尾，深切感受到：新机制

效应迅速显现，不仅展现出“马上

就办、真抓实干”的福州形象，更创

造出一项项令人眼亮的福州速度。

指挥棒树起用人导向

近段时间以来，福州建设发展

捷报频传：地铁建设全面提速，1 号

线（一期）提前全线通车试运营；百

日攻坚成效显著，1562 个久拖不决

的 难 题 得 以 解 决 ；福 州 京 东 方 第

8.5 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生产线

产品下线，创造了从打桩建设到点

亮投产不到 16 个月的业界全球最

快速度。

这些骄人成绩的背后，有一根

指挥棒，那就是福州市主要领导履

新后立即推行的一线考察干部机

制，以及由此树起的以战果论英雄

标杆。

福州市为了推行一线工作法，

将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一线实践

作 为 锻 炼 干 部 、检 验 干 部 的 大 考

场、主阵地，福州市接连出台了《关

于强化在一线考察干部工作的暂

行办法》《关于加快建立一线考察

干部工作机制的通知》等一系列可

操作的文件，要求各级党委组织部

门三分之二人员沉到一线，三分之

二的时间用在一线，在一线培养、

识别、使用干部，激励引导广大干

部到一线建功立业、推动发展。这

一机制触动了广大干部的思想，让

想作为的干部有动力，让不作为的

干 部 有 压 力 ，激 发 了 干 部 直 奔 一

线、攻坚克难的热情。

地铁建设是福州市民长期关

注的焦点项目。去年 9 月初，福州

市委明确提出，要把地铁建设作为

一线考察干部的主要战场。福州

市委组织部将 34 个责任单位的 97

名项目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列为考

察对象，并派出专门的考察组。考

察组深入开展明察暗访，旁听与地

铁攻坚有关各类会议 50 场，参加市

政府专题调研和联合督查 27 次，到

地铁建设和征迁现场察访 59 次，确

保考实、考准地铁建设一线干部。

与此同时，市政府督查室派专人直

接在市地铁指挥部挂图督办。市

效能办每周安排专项督查，适时约

谈相关责任单位领导。

一线考察这根指挥棒，迅速激

起强烈反响。地铁建设各责任单

位马不停蹄地与工期赛跑，克服地

质、征迁、台风、管线迁改等种种困

难 ，终 于 使 地 铁 1 号 线（一 期）在

2017 年 1 月 6 日提前全线通车试运

营。

干部必须干字当头

“ 地 铁 1 号 线 开 通 快 两 个 月

了，但我还没坐过。”采访中，福州

火车站综合管理办公室教导员宋

滨的这句话，让记者颇感讶异，因

为 他 的 工 作 区 域 就 紧 挨 着 地 铁

口。随后，他的一番话让人感动：

“ 火 车 站 周 边 区 域 综 合 治 理 启 动

以来，我每天都在一线忙碌，就连

春 节 都 没 休 息 ，实 在 没 时 间 去 体

验地铁。”

记者了解到，宋滨原是福州市

晋 安 区 茶 园 街 道 一 名 干 部 ，此 次

通 过 一 线 考 察 ，提 拔 为 副 科 级 。

而 在 近 期 人 事 调 整 中 ，晋 安 区 从

火车站攻坚行动一线共提任 3 名

干部。

“如今，在工地见到组织部干

部的次数多了起来。”参与福州市

北江滨 CBD 征迁的台江区房管局

副 局 长 周 雯 说 。 在 工 作 一 线 ，组

织 部 门 考 察 组 通 过 收 集 责 任 清

单、掌握问题清单，了解掌握考察

对 象 相 关 情 况 ，最 终 形 成 成 绩

单。责任清单主要包含一线干部

工作分工情况、具体责任义务、时

间 进 度 安 排 等 ；问 题 清 单 主 要 包

括 工 作 作 风 上 存 在 的 问 题 、推 进

工 作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等 ；成 绩 单 主

要指专项任务或年度工作完成情

况 。 这 些 清 单 在 一 定 范 围 内 公

示 ，接 受 群 众 监 督 。 组 织 部 门 把

考 察 结 果 作 为 干 部 培 养 、使 用 和

奖 惩 的 重 要 依 据 ，短 短 几 个 月 就

提拔重用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

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让实绩显

著 的 干 部 脱 颖 而 出 ，让 慵 懒 散 拖

的 干 部 得 到 处 理 ，彰 显 了“ 能 者

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如今，一线考察干部的指挥棒

作 用 充 分 展 现 ，进 一 步 提 振 了 干

部 干 事 创 业 的 精 气 神 。 在 福 清 ，

百 日 攻 坚 行 动 启 动 以 来 ，当 地 累

计抽调各级干部 3000 多人次，组

成工作团队近 300 个，把全市干部

压到项目一线，让“马上就办、真

抓实干”成为工作常态。在鼓楼，

区 委 区 政 府 领 导 靠 前 指 挥 ，每 天

深入一线推动工作，仅仅用时 44

天便完成征收房屋面积约 40 万平

方米、征收户达 1023 户的义井村

旧改项目。在受“尼伯特”台风重

创的闽清灾区，半年来，经过持续

攻坚，37 所受灾学校在 2017 年春

季 开 学 前 全 面 竣 工 ，受 灾 无 房 户

均 在 春 节 前 入 住 新 居 ，灾 后 恢 复

重建的诺言正一一兑现。

近年来，福州相继在国家层面

上被批准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核 心 区 、自 由

贸易试验区、福州新区、自主创新

示 范 区 ，五 区 叠 加 打 开 了 福 州 跨

越发展的机会窗口。在一线考察

干 部 机 制 上 形 成 的 一 线 工 作 法 ，

让福州市在去年的百日攻坚中取

得 累 累 战 果 。 新 的 一 年 ，福 州 市

又 提 出 要“ 攻 坚 2017”。 目 前 ，全

市各级干部正围绕人民群众关心

的 交 通 拥 堵 治 理 、征 地 拆 迁 等 热

点 难 点 问 题 ，沉 到 一 线 ，奋 力 攻

坚，继续刷新福州城市建设速度。

福州推行一线考察干部机制

“成绩单”提振精气神
本报记者 高建进

清明节期间，山东省沂

源县悦庄镇中心幼儿园的小

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剪

纸 、布 艺 等 制 作 各 式“ 春

燕”。当地有清明制作“春

燕”的习俗，以此祈福春天的

来临。

赵东山摄/光明图片

剪“春燕”

一首又一首极具异域风情的

动人歌曲，一支又一支热情绚丽

的欢快舞蹈，将恒河之畔百余年

来电影文化的变迁融入音乐和舞

蹈中娓娓道来。

作为“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

国 家 ，印 度 元 素 成 为 2017 深 圳

“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系列演出

的重头戏之一。4 月 1 日晚，“乐

舞恒河”——印度宝莱坞歌舞团

晚会在深圳大剧院精彩上演，呈

现了用一年多时间为中国观众精

心准备的歌舞盛宴。

伴随一曲诙谐又无奈的《拉

兹 之 歌》，宝 莱 坞 电 影《流 浪 者》

的经典片段在演员们惟妙惟肖的

演绎中得以重现；一首欢快的《啼

笑 皆 非》，电 影《大 篷 车》浓 厚 的

吉卜赛风情在舞蹈中尽情流露，

让中老年观众回忆起青年时代争

相观看宝莱坞歌舞电影的激情岁

月 ；近 几 年 来 的《三 傻 大 闹 宝 莱

坞》《宝 莱 坞 生 死 恋》《小 萝 莉 的

神猴大叔》等宝莱坞佳作的电影

原声和华丽歌舞，让不少年轻观

众情不自禁打起节拍跟着哼唱，

数次引发全场掌声雷动。

本次晚会以纵向的年代和横

向的类别划分为传统经典、20世纪

七八十年代、爱情电影、新生代电

影等 7 个板块，用还原电影经典场

景和原声的方式，向中国观众讲述

了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宝莱

坞的发展历程，以及多年来宝莱坞

歌舞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过程中

发生的一系列演变。

始于 19 世纪末的印度电影，

以其独有的“载歌载舞”特色，给

世界各国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外国电

影的引进逐渐放开，宝莱坞电影

曾 在 我 国 掀 起 一 股“ 印 度 热 ”，

《大 篷 车》《流 浪 者》等 电 影 成 为

一代人的记忆。而印度电影生产

基地——坐落在孟买的宝莱坞，

每年生产近 1000 部影片，已经成

为世界上重要的电影生产基地之

一。近年来，随着宝莱坞电影工

业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一批如《贫

民窟的百万富翁》等佳作，并获得

了 奥 斯 卡 等 国 际 电 影 大 奖 的 认

可。

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说过：“丝

绸之路是用美丽的民歌铺成的。”

无论是两千多年间的历史因缘，

还是当前格局下的互利共赢，音

乐和文化作为“无国界的语言”，

都是中印两国民心互通的重要载

体。近几年来，印度电影重新获

得了我国观众的关注和认可，极

大地促进了中印双方的文化交流

和民间友好往来，并给目前我国

电影工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参

考和启发。

本次来华演出的印度宝莱坞

歌舞团是由印度著名舞蹈编导苏

杰 特·达 斯 于 1995 年 创 办 的 ，伴

随时代的发展，该团在印度传统

的音乐和舞蹈的基础上不断融入

亚洲和欧美的流行时尚元素，创

作出既有浓郁印度风情又富有时

代气息的优秀歌舞节目，并且用

十足的活力、精湛的乐舞技艺参

与出演宝莱坞影视的舞蹈部分，

深受印度和各国观众的喜爱。

“丝绸之路是用美丽的民歌铺成的”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印度歌舞演出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严圣禾 党文婷

“丝绸之路是用美丽的民歌铺成的”
——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季印度歌舞演出备受关注
本报记者 严圣禾 党文婷

4 月 1 日，阳光明媚，山花烂漫。河南省西

峡县军马河镇孙门村后山一处偏僻的山坳里，

朱晓按照惯例带着家人回乡祭祖。

“崔爷爷，过节了，我们全家人来看您了！”朱

晓一边清理着坟头的杂草一边饱含深情地说。旁

边，是一块修葺整齐、绿树环绕的朱家祖坟墓地。

“不管到什么时候，咱家都不能忘记崔爷

爷，他可是人民的功臣啊！”每次带着家人来到

这里，朱晓都会这样教导孩子。

朱晓口中念叨的“崔爷爷”跟朱家是什么关

系？怎么会埋在朱家祖坟呢？据朱晓的三爷爷

朱年甫回忆，这位长眠于此的“崔爷爷”叫崔振

江，是河南漯河人，1919 年出生，原本家境殷

实，生活美满，但妻子被当地保长欺辱，他一怒

之下杀了保长，离家参加了八路军。1943 年，

崔振江跟随部队在黄河附近与日军激战近一个

月，队伍被打散后，他与几名战友翻山越岭来到

了西峡县军马河镇。崔振江在孙门村被朱晓的

高祖父朱子公收留，随后在孙门村生活了将近

4 年，农忙时帮助朱子公做农活，农闲时与附近

的同志一起从事革命工作，为地下党筹集活动

经费。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地

方武装开始疯狂反扑，崔振江于 1948 年 5 月 3

日被杀害。朱子公偷偷收殓崔振江遗体，埋葬

于自家祖坟。当地民团发现后，叫嚣着“要灭其满门”。朱子公迫不得

已，携妻带子四处躲避，直至解放战争胜利才返回家中。

自朱晓记事起，就经常听前辈讲崔振江当年的故事，牢牢记住了爷

爷的话：他们是救国英雄，咱不能忘记这份恩情！

从那时起，逢年过节朱家人都会来到这位老八路坟前，点上一炷

香，给坟头培培土。这一守，就是五代人；这一守，就是 69 年。

崇山峻岭之间，松柏掩映之下，老八路崔振江在这里安息 69 年的

墓地，也是朱家一代又一代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高地。“我们今

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为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牵着孩子的小手，朱晓动情地说。

五代人守护革命英烈崔志坚

封

德

杨豆豆

五代人守护革命英烈崔志坚

封

德

杨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