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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铁骨丹心的著名红军将领———蔡会文

“草原综合服务轻骑兵”大漠深处送服务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何江：内蒙古大学引进的第一位博士后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媛

何江与内蒙古大学的结
缘，要从上世纪80年代他的
求学时代说起。“我在图书馆
里偶然翻看《简明不列颠百
科全书》时，就看到内蒙古大
学的信息。”何江说。

何江1998年从西南石油
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
成为了内蒙古的第一位博士
后。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本
可以留在南方找到一份好工
作的何江，为啥回到了家乡
内蒙古？在人才还比较短缺
的当时，何江成为了内蒙古
大学历史上引进的第一位博
士后高端人才。

在内大从教20年，何江
先后担任内蒙古大学研究生
院常务副院长和发展规划办
主任，在科研方面一直没有
停止对自治区境内河流湖泊
特别是黄河包头段及乌梁素
海水环境污染控制与治理的
研究。自2002年以来，他在包

括SCI在内的国内外重要专
业类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100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
10余项。

其实，当时选择回到内
蒙古，何江自有其考量：“内大
1957年建校，是党和国家在
少数民族地区创办的第一所
综合性大学，由北京大学等16
所国内著名高校倾力支援、高
起点创建的高校，这些潜在实
力都是我非常看重的。”

事实证明，何江做了非
常正确的选择：在党和国家
的大力支持下，内蒙古大学
快速发展。1997年，内蒙古大
学“211工程”建设项目通过
国家立项审核；2004年内蒙
古大学成为“省部共建”大学；
2012年内蒙古大学入选国家
中西部“综合实力提升计划”
高校；2017年入选国家“世界
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自治

区“双一流”建设首选高校；
2018年入选“部区合建”高
校。

以发展规划办主任身份
谈起20年来的“内大时间轴”，
何江更是掩不住激动。他说：

“1998年初到内大时，我所在
的环境地球化学学科方向没
有支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的实验室，也没有团队。现在，
学校教学科研条件得到极大
改善，我们团队的实验室也
能够支撑高水平科学研究和
高层次人才培养了！”

数据显示，仅2017年以
来，内蒙古大学获“双一流”

“一省一校”“部区合建”专项
建设经费共30809万元。其
中，自治区财政14609万元；
中央财政16200万元。

“除了办学环境和条件
的改善，这么多年我在内大
感受最深的就是内大本科生
的培养质量非常高。此外，人

才吸引力聚集力和师资队伍
整体水平也都大幅提升。”何
江说。

2017年以来，内蒙古大
学共引进高层次人才84人，
校本部具有博士学位教师的
比例由2016年的64.5%提升到
目前的70.3%。学校学术成果
国际影响力比10年前增长
17.7倍，受到世界140多个国
家和地区学者的关注。

何江还参与制定了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教育系列规章
制度，提出了若干促进和提
高内蒙古大学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具体措施。不仅如此，他
还推进了内蒙古大学环境科
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议

并促成了学校环境与资源学
院的成立，促进了环境科学
学科的快速发展。

作为一名教授、博士生
导师，何江不仅培养出很多
硕、博士研究生，还被评选为
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专家。“这20年来，我个人作
出的一些成绩，离不开从国
家层面到自治区层面对内大
的支持，而内大的快速发展
又为教师和学生们提供了非
常好的平台。”何江说。

近年来，内蒙古大学在
战略决策咨询、文化传承创
新、自治区文化强区建设中
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2017

年，内蒙古大学入选“一带一
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
向教育部和自治区党委政府
报送智库研究报告53篇，28
篇被采纳，采用率52.8%。

“十二五”以来，内蒙古
大学在现代农牧业、生态环
境、能源与新材料、矿物资源
利用、生物医药、食品安全、新
一代信息技术、战略决策咨
询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
制定国家标准10项、授权国
家发明专利180项，以技术入
股形式与企业合作成立了若
干产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
构，学校与地方政府、与自治
区企业的合作深度广度明显
提升。

连日来，自治区“草原
综合服务轻骑兵”阿拉善左
旗小分队，顶着凛冽的寒
风，举着鲜红的旗帜，带着
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
的殷殷嘱托，深入到苏木镇
和嘎查村，为边疆大漠各族
群众送去温暖、贴心的综合
服务。

在阿拉善左旗巴彦诺
日公苏木伊和布拉格嘎查，
听说小分队来开展送服务
活动，嘎查的农牧民手捧洁
白的哈达，早早地等候在嘎

查队部。宣讲组成员为农牧
民进行了法律政策和农牧
业知识的普及宣讲。来自自
治区农牧厅畜牧工作站的
农牧宣传员陈巴特尔，与农
牧民分享了畜牧业产业发
展的宝贵经验，点明了阿拉
善左旗及巴彦诺日公苏木
在畜牧业发展方面的亮点，
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给出
了指导意见。来自阿盟党校
的理论宣讲员那顺教授为
大家宣讲了中央和自治区
的各项惠民政策……专家

教授接地气的宣讲，让农牧
民们听得聚精会神。“听了小
分队关于畜牧知识和惠民
政策的演讲，我对自己发展
养殖业更有信心了，我相信，
随着国家各项惠民政策的
落实，我们农牧民的日子会
越过越幸福！”牧民达西玛
说。

宣讲过后，队员们现场
为农牧民表演了精心编排
的文艺节目。伴随着悠扬的
马头琴，和着优美的旋律和
舞蹈，《苍天般的阿拉善》等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歌
曲，让现场观看演出的农牧
民听得如醉如痴，赢得了大
家的阵阵掌声。

演出结束后，小分队向
农牧民赠送各类蒙汉语书
籍，并为现场农牧民群众提
供了文化辅导、医疗服务、
农牧业知识、电子商务、阅

读普及等方面的综合性服
务。“我希望小分队多来我
们嘎查，农牧民们太需要这
样的综合性服务了，这样的
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基层群
众文化生活，也能让农牧民
多掌握生产生活中的知
识。”伊和布拉格嘎查驻村
第一书记孟克那生感叹道。

据了解，该小分队已先后深
入到阿拉善左旗苏木镇和
边防哨所、连队、营部等10
个服务点开展“弘扬乌兰牧
骑精神，到人民中间去”基
层综合服务活动，总行程超
过4000公里，服务农牧民群
众和边防官兵2360余名，赠
送图书1480册。

湖南省攸县莲塘坳镇
凉江社区，青山苍翠中，坐落
着一所乡村小学。在这个曾
命名为“会文中学”的二楼，
有一个简单而庄重的烈士
纪念馆。“精忠报国”“功耀千
秋”“智勇双全”……墙上一
面面红色的锦旗，寄托着当
地人民对英烈蔡会文的追
思。

蔡会文，1908年11月出
生于攸县凉江乡山田村（今
攸县莲塘坳镇山田村）。
1925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
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开始接
受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加
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

年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2月，蔡会文被

选入省总工会和省农民协
会合办的工农自卫军干部
训练队学习，马日事变后遭
通缉转往武汉，7月入武昌国
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

挥部警卫团，任第1营1连党
代表。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
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
军1师1团1营1连党代表，随
部队上井冈山，参加开辟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31
团机枪连党代表、教导队党
代表。

1929年2月，蔡会文率
部随红4军转战赣南闽西，不
久升任红4军第3总队第1支
队政委。同年12月，出席古田
会议。1930年8月任红1军团
第3军政委，与军长黄公略率
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
一、二、三次反“围剿”，第3军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活捉张
辉瓒，毛泽东曾赋诗赞扬。

1932年1月，蔡会文任
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
10月，任湘赣省军区总指挥、
总政委兼红8军政委。同时任
中共湘赣省委执行委员。
1933年春，蔡会文与军长萧
克指挥红八军参加湘赣革
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作
战，连战连捷。同年6月，任红
六军团17师政委。1934年任
粤赣军区司令员，10月中央
红军主力长征前，被任命为

赣南省委委员、省军区司令
员，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在中
央苏区坚持斗争。

1936年初，蔡会文在率
部转战途中与国民党军遭
遇，陷入重围，突围时身中数
弹，伤重被俘。敌人妄图从重
伤的蔡会文口中得到党和
游击队的重要情报，但遭到
他的坚决拒绝和拼死抗争。
敌人残忍地割断他的喉管，
将他杀害。这位优秀的红军
将领壮烈牺牲，年仅28岁。

“蔡会文是一位功勋卓

著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为创
建我党农村革命根据地、建
设革命武装部队、粉碎敌人
反革命‘围剿’做出了重大贡
献。”攸县县委党史办1986年
编印的《蔡会文烈士永垂不
朽》一文如此记载。

如今，蔡会文的家乡山
田村已发生巨变，风景如画，
人民生活幸福。“爷爷革命
时，抛弃了一切，但给我们留
下了铁骨丹心的革命精
神。”蔡会文侄孙蔡志敏说。

（据新华社报道）

蔡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