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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乌铁红：痴迷旅游管理的学者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曦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近日，在科右中旗高
力板镇东风嘎查的日光温
室大棚内，一颗颗红彤彤
的牛奶草莓点缀在绿色

“幕布”上，一串串三色金
密佳番茄挂满枝头，丰收
的喜悦写在农牧民脸上，

“现在的生活就像大棚里
的草莓和番茄，又甜又红
火。”听到老乡们的这番
话，东风嘎查第一书记吴
金辉也跟着笑了起来，他
感慨地说，只要群众日子
过好了，自己这一年多就
没白忙活。

2016年7月，吴金辉走
进科右中旗高力板镇东风
嘎查，开始他的驻村之旅。

来到嘎查的第一天，就和
“两委”班子一起将嘎查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村民代
表召集起来，大家找问题、
想办法。通过开展“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党员
联 系 服 务 群 众 工 作 和

“532”工作法，嘎查党支部
的作用日益凸显。

“我们的吴书记工作
做得好，我们作为老党员
也不能落后，只要能动能
做，就要为嘎查出份力，发
挥党员的作用。”老支书李
占友说，看到吴金辉身上
的满满干劲儿，他们都对
东风嘎查的未来更有信心
了。

入户是每一个驻村干
部的基本工作，吴金辉也
不例外。在详细掌握嘎查
的基本情况后，吴金辉开
始入户走访。在走访中他
发现，“懒蛋子、酒懵子”也
有梦想，为了鼓励他们树
立脱贫信心，吴金辉开始
写计划跑项目，准备发展
嘎查集体经济。

通过多次外出考察学
习，反复对嘎查土质进行
测验，吴金辉最终决定在
嘎查建设东风观光采摘
园，带动农牧民转变生产
方式，实现多种经营、四季
创收。2017年，在上级党委
和帮扶单位的支持下，建

造了2座800平方米的日光
温室大棚，种植了1.6万株
奶油草莓和2400株三种颜
色的金密佳番茄。

大棚建起来了，农牧
民的脱贫信心也建立起来
了。看着吴金辉每天在大
棚里忙碌的身影，他们开始
相信，这是一个办实事儿的
书记。“有吴书记带头，我们
现在没事就来棚里侍弄种
苗，每天看见长势喜人的草
莓、番茄，心里特别高兴。”
嘎查村民杨峰一边忙着给
草莓浇水，一边笑着说，今
年元旦，东风采摘园迎来
了开园“第一春”，新年期
间创收3万余元。

嘎查的大事小情，吴
金辉都要一一想到，很多
事更是亲力亲为。2018年
元旦，吴金辉接到妻子的
微信，上面写道：“2018年，
我不做你的妻子，要做你
的贫困户，这样你就可以
经常回来看我照顾我。”面
对妻子的调侃，吴金辉眼
角泛湿，心中有愧。

如今的东风嘎查，修
建了小广场、小舞台、公共

厕所、小书屋、锅炉房，更
新了办公设备，新增了电
脑、复印机、投影机、电脑
一体机，实现了嘎查办公
现代化，组建了秧歌队和
安代舞队丰富农牧民文化
生活。并先后获得先进嘎
查、十星级嘎查等荣誉称
号。看到一年来嘎查翻天
覆地的变化，农牧民都为
吴金辉这位“第一书记”竖
起大拇指。

4月1日，在内蒙古大
学艺术楼3楼见到了内蒙
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
院副院长、教授乌铁红。

今年47岁的她，一头
短发，爽朗干练，说话语速
较快、干脆利落，眼睛里透
着热情。10平方米的办公
室，专业书籍摆放得整齐
有序。

“这些天，主要精力都
放在辅导学生写毕业论文
上了。”乌铁红一边整理论
文，一边笑着说，“我热爱
教学，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认真工作着就是一份幸福
和成就。”

“1997年，我到内蒙古
大学工作以来，先后给本科
生讲授旅游规划与开发、旅
游地理学、旅游经济学等课
程，给研究生讲授旅游学术
思想流派、区域旅游规划理
论与实践、旅游文献阅读与
论文写作等课程。”

“最幸福的事就是走
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学生，
这些学生就像自己的家人
一样，他们有了成绩就像
我自己有了成就一样，他
们是我人生最大的收获和
财富！”乌铁红骄傲地说。

“我现在已经带出了3
届6名硕士研究生，学生们

在南京大学核心期刊发表
了3篇论文，3名学生攻读
了博士研究生，其中2名师
从国内旅游界大咖，1名申
请了美国大学的博士研究
生。”乌铁红兴奋喜悦之情
洋溢在脸上。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和
工作的动力。乌铁红自
1994年攻读硕士以来，就
致力于旅游地理与旅游规
划领域的科研工作。目前，
已经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40余篇，撰写专
著4部；参与国家基金项目
3项，主持国家重点科技研
发计划项目1项，主持内蒙

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
内蒙古高等教育科学规划
项目1项。其研究成果3次
获得自治区政府奖，其中
2016年获得一等奖。

乌铁红不仅是内蒙古
大学旅游管理学科带头
人、旅游管理硕士点负责
人、自治区品牌专业———
旅游管理专业建设负责
人、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学
会副会长，还是中国旅游
教育协会常务理事、国内
旅游学科最有影响力的学
术期刊———《旅游学刊》的
审稿人、中国地理学会旅
游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
资源学会旅游资源研究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为了把工作干好，早
出晚归，加班加点对她而
言已是常态。“领导同行们
信任我，我就要负起责任
来。”乌铁红说。

这些天，乌铁红还在修
改2017年自治区旅游发展
绿皮书定稿，稿子上密密麻
麻的都是她标识的修改批
注。“反复思考修改已经是
多年养成的习惯，做好标识
批注以便今后完善资料。”

“今年，我区要以发展

全域旅游为主线，以发展
优质旅游为目标，深化旅
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抓好品质提升，加快旅游
产品建设，为游客提供更
优质的旅游服务。”乌铁红
说，“我生在内蒙古，长在
内蒙古，对内蒙古草原有
着深厚的感情。当前，国家
和自治区高度重视旅游业
的发展，中国特色的旅游
业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
热点，旅游业急需理论的
引导和实践的总结。我想
踏踏实实地做些有益的工
作，发挥自己的专长，服务
于社会。”

新华社太原5月17日电

（记者 王学涛 王 皓）

今年是张叔平烈士就义90
周年。这位牺牲时年仅31
岁的革命战士，用崇高的
革命气节和青春的热血，
谱写了共产党人的不朽诗
篇。

记者驱车来到张叔平
出生的山西省方山县大武
镇二村，这片英雄热土上
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村子正在整体拆迁，计
划建新的居住小区，而张
叔平的故居巍然屹立，如
同他坚贞不屈的精神一样
长存。

1897年，张叔平出生
在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家

庭。他性格坚毅，勤奋好
学，在学校里接触到具
有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的 书
籍，逐渐受到进步思想
的熏陶。

1917年，张叔平考入
太原山西省立第一中学，
受到进步青年王振翼、高
君宇、贺昌等人的影响，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了浓
厚兴趣，投身于救国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他
参加了学生联合会组织的
讲演团，积极投入到革命
洪流中。

1923年，他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中
共太原支部成立，张叔平
被选为支部书记。他遵照
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积
极开展工作。在短短的一
年时间里，先后在晋南、晋
中、晋北的十余个县成立
了党的基层组织。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
后，张叔平和中共太原支
部领导山西人民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声援活动。1925
年冬，由于全国革命高潮
的出现，迫切需要干部，张
叔平来到上海，先后担任
中共上海杨浦区委书记、
组织部部长，参加了上海
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有
力地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
的发展。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叔
平调往杭州，筹组中共浙
江省委。6月，中共浙江省
委成立，张叔平任组织部
部长兼工人部部长，随后
主持省委工作。不久，因叛

徒出卖被捕。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

以各种酷刑，打得他遍体
鳞伤，双腿被压断，但他没
有屈服，始终坚守党的秘
密。1928年1月20日深夜，
张叔平英勇就义，时年31
岁。

在张叔平故居不远处
的山上，当地政府为他立
了一座碑，上面镌刻着“幽
燕传英名沪浙抗蒋庭 铁
骨镇鬼蜮热血染杭城”的
碑文。

张叔平的堂孙张义明
今年已63岁，是当地的一

名退休教师。他告诉记者，
为了解爷爷干革命时的具
体事迹，他曾到太原、上
海、杭州等地搜集资料，回
来后把爷爷的英勇事迹讲
给子孙后代。张义明说：

“了解得越多越敬佩他，很
伟大！爷爷受尽酷刑，始终
不屈服，遵守党的纪律，保
守党的秘密，无愧于人
民！”

目前当地政府正在规
划张叔平故居的修复保护
工作，希望建一座烈士纪
念馆，寄托吕梁人民对烈
士的哀思之情。

吴金辉：让村民竖起大拇指的“第一书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胡日查 高敏娜

张叔平：一生赤胆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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