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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 A N G M I N G R I B A O

人的一生，该怎样度过？又到毕业季，这是摆在千百万高校毕业生面前的一道必须直面的选择题。

几十年来，一代代知识分子主动选择到基层去、到边疆去，让青春之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绚烂绽放。基层、边

疆因他们的到来改变了面貌，焕发了生机！他们，也在广阔天地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新时期，“共同富裕”鼙鼓劲擂。现如今，广袤边塞、偏远基层仍急需人才。要想城乡前行肩并肩，东部西部齐步

走，亟待有志青年前去建功立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

切期望！”

本报今起开设《奋斗青春 无悔抉择》专栏，聚焦扎根基层、边疆的知识分子典型人物，记录他们的青春与奋斗，

展示他们的梦想与收获。我们期待，这些激情燃烧的故事，能为广大青年学子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确定自己的人生坐

标，带来启迪。

时代在召唤我们。走，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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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面对面》连载⑥
一 招 落 子 满 盘 活

——新发展格局如何加快构建？
（见4版）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

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

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之源。”

2021 年 7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鲜明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在 9500多万

名党员、14亿多中国人民心中激荡起继往开

来、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

32 个字，浓缩百年奋斗，揭示历史

真谛。这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精神史诗，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的豪迈宣言。

（一）

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世界的

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中国共产党与世界

政党领导人峰会在“云端”举行之际，160

多个国家的 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

领导人、逾万名政党和各界代表与会。

盛况的背后，是许多人心头普遍萦绕的

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树高千丈必有根，江流万里总有

源。读懂中国共产党，必须读懂中国共

产党的精神；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必

须读懂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对伟大建党精神进行的

提炼总结和深刻阐发，阐释了中国共产党

的精神源头和起点，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

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集中体现了对党

的历史、党的传统、党的精神的深刻论述。

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既有深刻的

历史基础，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标志着

我们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总结达到了

一个新高度，对自身性质和宗旨的理解

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对自身精神

谱系的领悟和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这是一次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完

善，对推动党和人民事业蓬勃发展具有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恩格斯指出，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

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

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

目 的 所 必 不 可 缺 的 顽 强 精 神 的 政

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伟大建党精

神，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为人们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提供了

一把“金钥匙”，蕴含着百年大党依然风

华正茂的精神密码。

（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高3米、宽7米的

巨幅油画《星火》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

画面上，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50余名成

员昂首挺胸，意气风发向前行进。理想信

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翻开党史，党的先驱们书写了一个个坚

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感人故事。为了心

中的主义和信仰，他们矢志不渝、前赴后

继，生死考验不能改其志，功名利禄不能

动其心，千难万险不能阻其行。“石可破

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

赤。”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如磐

石，中国共产党人的拼搏奋斗百折不挠。

思想上的觉醒是真正的觉醒，精神上

的升华是真正的升华。近代以来，在反复

比较中，在艰辛探索中，在实践检验中，中

国的先进分子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诸

路皆走不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

中国。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

真理性的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认定

“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坚

信“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

理”。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把马克

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长

期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大众化，带领人民走出一条迈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认为，精神的实质始终就

是真理本身。信仰的“味道”，源于真

理的力量。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坚

持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真

理；坚守理想，就是坚守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百年

艰辛奋斗，百年沧桑巨变充分证明：中

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

主义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永远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

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三）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西侧广

场上，名为《旗帜》《信仰》《伟业》《攻

坚》《追梦》的五组雕塑庄严矗立，生动

讲述着我们党百年来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将一个个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伟岸形象定格

在天地之间、铭刻在人们心中。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百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在国运飘摇、民族危

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的

路。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

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初心因践行而永恒，使命因担当

而伟大。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

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愿，到方志敏

“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

的誓言；从王进喜“拼命也要拿下大油

田”的奋斗，到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

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情怀；从孔

繁森“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

爱人民”的剖白，到黄文秀“投身到人

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抉择……

一代代共产党人以赤子之心守初心、

以奋斗之志赴使命，带领人民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

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百年风雨历

程中，正是因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中

国共产党人总能坚定“长风破浪会有

时”的信心，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

定力，激发“勇气先登势无敌”的胆魄，

开掘“拨开云雾见月明”的智慧，在“踏

平坎坷成大道”的征途上勇往直前……

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张桂

梅步入人民大会堂时，她那双布满膏

药、托起许多大山女孩梦想的手，令人

泪目。像张桂梅一样，无数共产党员

用奋斗的手写下赤诚心声：“有人问

我，为什么做这些？其中有我对这片

土地的感恩和感情，更多的，则是一名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下转8版）

伟大的精神之源，奋进的磅礴力量
——论伟大建党精神

6月 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两优一先”表彰

大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农垦科学院名誉院长刘

守仁的名字出现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名单里。

此时，87岁的老人正病卧于新疆石河子一间医院

病房内。11天前，他在病床上戴上了“光荣在党 50年”

纪念章。这位人称“军垦细毛羊之父”的绵羊育种学

家，迄今光荣在党59年，扎根边疆66年。

大学毕业，他在分配志愿书上写下“去最艰苦的地

方，干最艰苦的工作”，提着两箱书奔赴边疆。他用毕生

心血，使我国拥有了高品质细毛羊，结束了中国高档羊

毛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也用伟岸人生，回答了一道关

于轻与重、苦与甘、个人与国家、付出与收获的选择题。

“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克羊身上”

1955 年 11 月，天山北麓，石河子紫泥泉种羊场。

一辆大卡车裹着尘土缓缓停下，一位青年“蹭”地跳了

下来。

单薄的身形，不高的个头，瘦长脸上一双闪亮的眼

睛。这是 21岁的刘守仁。几个月前，他从母校南京农

学院出发，颠簸数十天到了乌鲁木齐，又执意从被分配

任教的八一农学院调到这个深山牧场。

刘守仁大学报考畜牧专业，是因向往父亲友人描

画的壮丽图景：“社会主义煤炭工业大发展，需要马车

运输。一边是机器轰鸣，一边是万马奔腾”；毕业奔赴

母亲眼里的“天边边”，耳畔响着的是父亲的勉励：“大

城市有舒适的生活，但草多、牲畜多的边疆，才是你建

功立业的地方。”

一切从国家需要出发，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尽快

强起来！生于江苏靖江，从小亲历家乡沦陷之痛、被迫

辍学三年的刘守仁，深知“国强方能民安”的道理。

辗转到达第三天，他被任命为技术员。

“当时种羊场只有哈萨克土种羊，毛粗色杂，只能

用来做毛毡。而新中国毛纺工业正起步，急需细羊

毛。”看着从苏联引进的几只阿尔泰细毛羊，刘守仁动

了念头：能不能杂交改良，把阿尔泰羊的皮毛披在哈萨

克羊身上？

一场瞄准世界前沿的“长跑”开始了。

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皮鞭学放羊，熟悉绵羊习性。

哈萨克族牧民们惊奇地发现，曾被他们认定很快会被

苦日子吓跑的“知识客”，竟变成了追着羊群漫山跑的

“好把式”。不到 6 个月，他就出了师，单独放起有 360

只母羊的试验羊群。

没有实验室，他搜罗来大大小小的空瓶子做容器，

自制各种简易工具。最基本的工作——数羊毛测品

质，因为没有密度钳、烘箱和天平而成了难事。他自有

“笨办法”：用竹片做成一平方厘米的格子扣在羊身上，

剪下格子里的毛，拿小镊子一根一根数。每只羊至少

得取样四处，每个小格子的羊毛都在 5000~10000 根，

常常数得眼睛酸痛、泪水长流。

最大的考验莫过于接生羊羔。20 天内，300 多只

母羊集中产羔，土棚子里成了血水、胎衣、羊粪的世界，

腥膻恶臭。他给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给母羊

喂水喂食，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让羊群吃得更好，他收集研究牧草 170多种，

还在天山深处跋涉 7天，几次险些从冰达坂上跌落，终

于找到了传说中的花牛沟草场……

几年下来，刘守仁调查整理了 6万多个数据，理清

了阿尔泰羊的五代谱系，做了数不清多少次杂交实验。

比起“细毛羊之父”，更愿意听人叫
他“天山之子”

收获的季节到了。

1957 年春日，第一只毛细如丝的杂交羊羔降生在

紫泥泉。老牧工们记得，那一刻，刘技术员像看到了自

己的尕娃娃，扑过去把羊羔子搂起来，捧到被窝里，用

洗脸毛巾把羊身上的胎衣、血水细细擦干净。疼爱得

了不得！

刘守仁既喜悦又清醒。根据国际经验，培育一个

成熟新品种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果然，第一批杂交羊羔毛色变杂，出现“返祖”现

象；第二批杂交羊羔近四成不幸夭折……一点点摸索，

一关关攻克。1965 年，杂交羊羔成活率提升至 98%；

1968年，细毛羊亮相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不久后，农

垦部正式将其命名为“军垦细毛羊”。十多年冲刺，梦

寐以求的新品种诞生了！

刘守仁很快有了新目标。这次，“要把国际顶级的

澳洲美利奴羊的皮毛披在军垦细毛羊身上”。

又是 15 个春秋。1985 年，中国美利奴羊（新疆军

垦型）通过国家鉴定，达到国际优质毛纺原料水平。

就这样，刘守仁团队持续育得 2 个新品种、9 个

新品系，推广至全国 25 个省区市，创造经济效益 50

多亿元。

荣誉也纷至沓来。从全国科学大会受表彰，到屡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从全国人大代表，到中国工程院院

士。边疆热土不曾忘记这位赤子砸下的每一滴汗珠。

而他最感念的，是那些平凡牧工们。

紫泥泉种羊场深处，立着一座石碑，上书“牧羊人

陵园”。这是刘守仁出资竖立的。陵园内长眠着多位

牧工，每逢清明节，他都会来这里坐一坐。

“他们都是我的老师，细毛羊的功臣。”刘守仁总是

念叨着这样一串名字——

肖发祥，脑中装着一部牧羊百科全书，视羊如命。

有重点种羊、病羊，刘守仁都放心交给他。

哈赛因，快乐的哈萨克族“天山通”。遇到羊羔病亡

率高等烦心事，找他请教，总能得到朴实管用的答案。

…………

这些牧工教给刘守仁难忘的道理：群众是真正的

英雄，不论干出多大事，在人民面前永远是个小学生。

刘守仁喜爱草原、松林，喜欢壮美的天山。比起

“细毛羊之父”，他更愿意听人叫他“天山之子”。

“他的整个人和心，都‘种’在这里了。”现任紫泥泉

种羊场场长的何其宏感慨。

像一面旗，在边疆凝聚起“现象级团队”

1989 年，刘守仁调任新疆农垦科学院院长。上任

之初，全院没有一个博士。想办法引才，却留不住。那

就自己培养！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刘守仁开始在

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等院校带博士。

“为了让我们尽快打开科研视野，老师多方联络，

送博士们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实验室学习，或与

当地导师联合培养。”新疆农垦科学院副院长周平告

诉记者。

2000 年，从四川来院里工作两年后，周平被送往

内蒙古大学旭日干院士处，在其带领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硕博连读了 6 年。学成之际，何去何从？周平几乎

是不假思索地回到了刘守仁身边。“想想他对新疆的执

着，再看看他对我们的一片苦心，怎可能不回来。”

刘守仁的执着，是一面高扬在学生们心中的旗帜。

早在 1978 年，浙江、南京便有高校力邀刘守仁去

执教。常年在家乡居住的妻子、两个儿子喜不自胜。

然而，他谢绝了：“一个科学家，离开事业就失去了价

值。细毛羊在新疆，我就在新疆。”

在刘守仁的感召下，一个“现象级团队”出现了：十

几位从大城市深造回来的博士凝聚在新疆农垦科学院

畜牧兽医研究所，酝酿着新的突破。2016年，以刘守仁

为首席科学家的省部共建绵羊遗传改良与健康养殖国

家重点实验室落户该院，更是给了这个团队无尽力量。

几乎每个人，都有深藏心底的感动故事。

甘尚权研究员记得，刘院士曾“得意”地对年轻人

说：“光看羊尾巴，我就知道是哪只母羊的崽。”他要求

大家都俯下身和羊接触，“光在实验室里搞分子、搞

DNA，连羊都不认识，怎么行？”

王新华研究员任院长期间，刘守仁常督促他：你晚上

来院里看了吗，咱们实验室的灯亮到几点？“同样的话，他

在全院大会上也讲过，意思是提醒年轻人珍惜青春，在工

作上多下功夫。而他自己，多少年一直这样做。”

今天，抱病的老人仍牵挂着他的羊。顺应国家发

展需求，他们的团队一面继续攻关超细型细毛羊新品

系，一面在多胎肉羊、肉用羊“新疆白”的选育上持续

探索。

每次大家去探病，只要谈起羊，刘守仁脸上便焕发

神采。石国庆研究员说，老师一定又想起了他总提起

的那个梦：蓝天上、绿草间，一朵朵“白云”飘啊飘。那

不是云，是我们的细毛羊，飘出一望无尽的美好希望，

汇成最为动人的华彩乐章……

扫码看视频
记者带您走进天山下

探寻刘守仁的青春与梦想

刘守仁：

在“天边边”收获梦想
本报记者 王斯敏 王 瑟 刘宇航 本报通讯员 吴存远

做选择不易，更不易的是，用一生守护一个选择！年

轻时，他毅然奔赴边疆，“讨苦吃”“找罪受”；之后，又用天

山南北的羊群和农牧民灿烂的笑靥，证明一个甲子的人

生分量。他在“大”与“小”、“苦”与“甘”之间做出无悔选

择，世界也由此记住了他的传奇人生。

都说刘守仁心中有火，眼中有光。火，就是青春理

想，光，就是高尚信仰。火与光，照亮了一个人向着梦想

进发的奋斗历程，照见了一个群体代代坚守的精神标识，

也照出了一个国家砥砺奋进的时代剪影。

他们的家国情怀与宽阔胸襟、坚韧品格与精诚态度，为

身处当下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对抗庸常的力量；知识分子的理

性自觉和使命担当，值得我们长久回味、永远铭记。

“羊院士”一天天老去，但他的生命光彩不减。更重要的

是，精神的火炬，被后继者高高擎起——新一代的“刘守仁”

们，正以澎湃激情登上发展舞台。在这些奉献者的故事里，社

会进步与个人成就，更多人的幸福与一个人的追求，彼此映

照、紧密交织，再一次证明，只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才能烛照别人、温暖自己。

大有可为的时代，生机涌动的天地，呼唤更多的“刘

守仁”！

用一生守护
“火”与“光”

本报评论员

1988 年 6 月，刘守仁在紫泥泉种羊场向外国专家介

绍中国美利奴羊新品种。 新疆农垦科学院供图
我 17 岁开始登台说三

国，说了一辈子。
临 了 儿 ，我 发 现 ，“ 座

儿”们没了。整个儿北京，
愣是一个评书书馆都没留
下。想听听收音机里的吧，
结果还没播几句，就全是广
告了。

我心里这个堵呀。那
时候，就想着能在北京奥
运会前，重新把书馆给办
起来！

没承想，人家区文化馆
惦记着呢。不但帮我找了块
地儿，房租也给我免了。

一张票三十，一碗茶五
块，免费续杯。2007 年，宣
南书馆还真在北京这地界儿

扎下了根儿。
有个小孩儿，上别人家

串门，拿炒菜油擦地，就这么
淘。头回来书馆听评书，从
头到尾没挪地儿。家里大人
看傻啦，说：“连先生，您可把
我们这淘得没边儿的儿子给
降住了。”

此后十几年，宣南书馆
风雨无阻，准时开演。北京
的电视、广播也拿出黄金时
间，播出正宗的北京评书。
大伙儿都说，北京，是越来越
有文化了！

去年，碰上了新冠肺炎
疫情。政府又出面帮咱想辙
了——支持我玩起了评书直
播。我这八十岁的老太太和
书迷们隔着屏幕，一晃儿度
过了五百多天。

随着疫情好转，书迷们
盼着早日重回书馆。区里及
时帮我找了个好地方——老
舍茶馆。

说透人情方是书。每
周六中午，我准时在老舍茶
馆“书接上回”，您可得来捧
场哟！
（本报记者董城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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