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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改革先锋风采

在湖南省邵东县城
西，有一座昭阳公园，园内
树木葱郁，遍布亭台楼阁，
是邵东市民休闲娱乐的重
要场所。在广场内石阶两
旁，10位名人雕像矗立在
绿树之中，供人瞻仰缅怀，
他们是近现代以来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的“邵东骄傲”。其中一座
雕像头戴红军军帽，目光
深邃，凝视远方，他就是中
国工农红军的一员“虎将”
———谢嵩。

谢嵩，又名谢晓云。
1903年生于湖南邵阳上车
桥（今属邵东县），曾当过

学徒、染工，1924年入湘军
当兵，1928年7月参加平江
起义，同年秋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0年起，谢嵩先后
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特
务大队大队长，红7军19师
55团团长，江西军区赣县
模范团团长，红3军团4师
12团团长，参加了中央苏
区历次反“围剿”。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
大洋嶂战斗中，谢嵩亲临
前线，指挥部队与十倍于
己之敌展开殊死拼杀，多
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缴
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

战后，红3军团政治部授
予12团5连“以少胜多、顽
强防御模范红五连”的锦
旗。谢嵩作战勇敢，指挥
机敏果断，处处身先士
卒，在战斗中曾5次负伤。
1934年8月1日，中央革命
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三等红
星奖章。

1934年10月，中央红
军开始长征，为了调动敌
人兵力，减少中央红军北
上的阻力，谢嵩奉命率12
团向广东方向进发。待主
力部队安全转移、达到诱
敌目的之后，他又率部巧
妙地甩掉敌人，迅速赶上

主力部队。
长征途中，谢嵩多次

率部担负主攻任务，渡赤
水河，占娄山关，屡建战
功。到陕北后，谢嵩任陕甘
省军事部参谋长，参与组
建红29军的工作，先后任
红29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代军长、军长，率部坚持陕
北地区的军事斗争，配合
东征、西征等战役，胜利完
成了任务，受到毛泽东、周
恩来的高度赞扬。1937年1
月，谢嵩入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

后，谢嵩被派到山西，任战
地总动员委员会武装部作
战科科长，游击第1路纵队
司令员。1937年底，谢嵩在
赴延安汇报工作途中因车
祸负重伤，翌年初在陕西
绥德牺牲，时年35岁。

谢嵩牺牲虽然已经80
多年，但党和人民并没有
忘记他。他的英勇事迹被
当地逐步挖掘、丰富，成了
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宣讲

活动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邵东党委政

府秉承“民生为本”理念，
着力改善民生，使得人民
群众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
高，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稳
中向好态势。“回首过往，
邵东的发展已是今非昔
比。谢嵩当年为革命出生
入死、努力奋斗的目标，在
一代代邵东人的努力下正
在实现。”邵东县委书记沈
志定介绍。

（据新华社报道）

谢嵩：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员“虎将”

四川南江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王瑛———

“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海南琼海潭门镇海上民兵连副连长王书茂———

“继续守好祖国南大门”
“自古行船半条命，但

我们从没想过不出海，这
是千千万万海南渔民一代
代劳作和守护的地方。”62
岁的王书茂是海南省琼海
市潭门镇的一名渔民，自
1985年担任潭门海上民兵
连副连长起，王书茂坚持
抓好海上民兵训练，协助
部队驻军，“为祖国守好南
大门”。

这些年来，王书茂一
共组织渔民抵御了120场

台风，对600多位渔民实
施了救援。他先后参加南
沙赤瓜、东门、南华薰阳
等岛礁建设，主动请缨开
船运送建筑材料，多次带
领民兵与非法入境的外
国船只做斗争。2012年，
在与外国船只对峙中，王
书茂镇定自若，指挥周
旋，直至将其全部驱离。
2014年，我国钻井平台作
业受到外国船只的干扰，
王书茂闻讯后带领海上

民兵驾船赶往事发海域宣
示领海主权，把外国船只
全部驱离。

“以前，我们的木制渔
船100吨位、80吨位就很了
不得，判断航线全靠经验
和祖传下来的《更路簿》。
改革开放40年，渔民的海
上生活大变样。尤其这几
年，国家很重视南海渔业，
造出了800吨位钢制船，潭
门港里停满了插着五星红
旗的大吨位渔船。船大了，

配了定位准确的导航系
统，‘船船通’工程保障我
们在船上能收看到几十个
电视频道。”王书茂说。

几年前，王书茂将吨
位小、风险高的木制渔船
换成一条120吨的钢制渔
船，和两个弟弟共同经营。

“现在船大了、船多了，竞
争也更激烈，出海的效益

在下降，部分渔民面临转
产转业。”王书茂说，目前
潭门港有90多条渔船需要
转产，2000多名渔民需要
转业。王书茂在琢磨发展
海钓、开渔家民宿等休闲
渔业，为渔民转产转业谋
出路。

近年来，潭门镇大力
发展休闲渔业，海南首个

休闲渔业试点项目去年落
地潭门。如今的潭门港码
头，商业街热闹非凡，各式
海鲜酒楼、海洋工艺品摊
位，顾客络绎不绝……

“造大船抓大鱼，继
续守好祖国南大门。”王
书茂说，要让渔民过上更
美好的生活！

（据《人民日报》）

“王瑛同志是我们纪
检监察干部的优秀代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有
幸见证了全面从严治党
带来的巨大变化，我相信
王瑛大姐在九泉之下也
会为我们点赞的！”看到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王瑛被授予“改革先
锋”称号，曾参与王瑛先
进事迹宣传的四川省成都
市纪委办公厅主任刘恩恩

激动地说。
奋战在纪检监察工作

一线20余年的王瑛，个子
不高，却在纪委书记这个
岗位上，让人们见识了纪
检干部的铮铮铁骨。

2003年3月24日，四川
省南江县发生一件震动全
县的大事，一名在“扫黄”
行动中被拘留询查的年轻
女子在县公安局某派出所
留置室上吊自杀，案子经

有关部门迅速了结。一个
月后，一封举报信转到县
纪委，举报派出所某民警
在办案中玩忽职守致人死
亡。

时任县纪委书记王
瑛决定对此事立即开展
调查。事情很快现出端
倪，这竟是一起涉及多个
部门、背景复杂且连带县
公安局个别领导有制造
伪证、隐瞒真相嫌疑的重

大案件。
那些日子，王瑛和战

友们一道日夜奋战，曾连
续5天5夜没有睡觉，吃住
在办公室，与主要涉案人
员反复谈话，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材料。在一次向县
委常委汇报案情的会议
上，一位领导黑着脸当面
指责她不该查这件案子。
她却说：“纪委是干什么
的？纪委就是为纯洁党的

队伍、永葆党的战斗力而
冲锋在前的尖刀兵。作为
纪委书记，不办案就是失
职；作为纪检干部，不办案
就不配在岗！”最终，10多
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党纪
政纪处分和法律制裁。

2006年7月，南江遭遇
特大旱灾，王瑛冒着酷暑
在抗旱一线连续奋战10多
天，几次昏倒，随行的同志
强行把她送进医院。检查

结果震惊了所有人：肺癌
晚期。

结束3个疗程的治疗，
王瑛坚持回到了岗位。巴
中市委准备给她安排个轻
松点的工作，王瑛谢绝了。
她说：“我知道我没有多长
时间了，干一天算一天。我
热爱纪检工作，在岗位上
坚持到最后。”

2008年11月，王瑛去
世。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