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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春节刚过，记者走进地
处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巴
丹吉林镇蒙古族中学北侧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漫
步小区内，一排排崭新的楼
房大气而庄重，一盏盏路灯
排列整齐；在小区一侧的健
身休闲广场上，三五成群的
村民们悠闲地边锻炼身体
边拉着家常，呈现出一派幸
福和谐的景象。

“自从搬到这小区住上
宽敞明亮的楼房，我感到特
别的幸福！”家住该小区的
牧民额日登其其格除了工
作之外，最喜欢得事就是休
闲地坐在舒适明亮的楼房
中看看电视或在小区散散
步。“以前住在土坯房，特别
怕过年，由于房屋老旧，咋
打扫也感觉打扫不干净，就
怕亲戚来了说我们房屋不
好，自从住进新楼房后，我
特别喜欢让亲朋好友在过
年时来家欢欢喜喜聚聚！”
额日登其其格边看着电视

内的综艺节目边满面笑容
地说。

近几年来，阿右旗持续
加大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性
住房建设力度，600余户农
牧民住进楼房，2300多户城
镇居民喜迁新居，实现了从
有住房到住好房的转变。集
中供热民生工程，在全盟率
先建成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让2000多户城镇居民告别
了“煤炉子、炭房子”。

阿右旗城乡居民住房
难题仅是该旗书写亮丽民
生答卷的一个缩影。近几
年，该旗始终坚持惠民富民
宗旨，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目标，坚持富民与强旗并
重、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
将80%的可用财力用于民
生和社会事业发展，采取一
系列举措，在保障性住房、
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
域，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现实的生产生活问题和
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一项

项民生新政、一桩桩民生实
事落地生根，构建起了城乡
居民养老、医疗、就业、教
育、安居、低保“六大民生保
障体系”，描绘出一幅百姓
安居乐业、幸福祥和的民生
新画卷。

迎着春日的朝阳，记者
走进阿右旗巴丹吉林镇沙
漠植物园，沿着人行木栈道
放眼望去，一片波光粼粼的
湖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在湖
面周围，三五成群的居民，
或闲坐聊天，或在文化广场
上跳舞健身，呈现出一派安
宁和谐的美好景象。

“这里原来是一片盐碱
地，寸草不生，特别荒凉。现
在建得这么漂亮，已成为我
们居民休闲娱乐和锻炼身
体最爱来的地方。特别是夏
天，这里碧水蓝天、花香四
溢、绿意盎然，特别美！”正
在公园锻炼身体的段民军
老人说。

据了解，近几年来，该

旗以改善城区人居生态环
境为着力点，不断加大民生
生态环境保护和城镇面貌
环境整治力度，按照“舒朗
大气、宜居宜业宜游”中心
城镇的定位，先后建成和实
施了沙漠植物园、巴丹吉林
广场、城市绿道、巴丹吉林
镇生态修复等一批公园和
开放式大型公共绿化工程，
城区绿化覆盖率、绿地率和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稳步提
高。如今，巴丹吉林镇建成
区园林绿化总面积近367万
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
38%，绿地率达35%，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率达33%，道路
绿地率达85%，林荫停车场
推广率达57.1%，城镇防护
绿地实施率达100%。

“自从政府新建了水源
地，感觉自己的生活充满了

阳光。现在我们不仅吃上了
甜水，饮用的还是优质矿泉
水！”说起现在的饮用水，牧
民孟克巴图边喝着奶茶边
兴奋地说。今年46岁的孟克
巴图是阿右旗巴音笋布日
嘎查土生土长的牧民，他告
诉记者，没有实施安全饮水
工程前，他们嘎查一直吃的
是井水，随着水井水位的不
断下降，井水越来越苦涩，
喝了井里的水经常闹肚子。

吃水难，吃甜水更难，
一直制约着阿右旗城乡居
民的生活和生产。近年来，
该旗把破解“水困”作为头
号民生工程，先后在南板
洼建设实施了巴丹吉林镇
供水工程和镇区分质供水
等工程，还聘请专家经过
多方论证、勘查，在距巴丹
吉林镇70多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符合国家矿泉水标
准的新水源地，彻底解决
了全旗居民安全饮水问
题，圆了全旗人民期盼已
久的“好水梦”。

阿右旗统筹落实各项
就业创业政策，2018年新
增城镇就业652人，农牧区
转移就业480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2.7%以内，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达到每
人每月806元和每人每年
7480元，企业退休人员、项
目区农牧民、城乡居民养
老金标准分别达到2360
元、1710元和395元……一
件件惠及于民的实事让广
大城乡居民实实在在享受
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感受
到改善民生的炽热“温
度”，使城乡百姓拥有满满
的获得感、幸福感。

抗日名将汪雅臣牺牲
78年后，他的英雄故事仍
在老家口耳相传。“北沟人
民为有这样一位英雄倍感
自豪，我们开展党性教育
时，经常用他的事迹作为
学习材料。”山东省蓬莱市
北沟镇组织委员王伟说。

汪雅臣1911年出生于
蓬莱，幼年丧父，家境贫寒，
随母亲逃荒至黑龙江省五
常县，13岁给地主放猪，15
岁当伐木工人，后被土匪劫
持入伙，报号“双龙”，后被
驻吉林东北军收编。

九一八事变后，汪雅

臣带领八九个爱国青年携
械出走，组织“双龙队”，在
五常县南山密林里与日军
守备队和森林警察周旋，
坚持开展游击战。

1934年2月，汪雅臣联
合五常一带反日山林队的
首领及附近群众700余人，
在五常县尖子山老爷庙前
召开了抗日大会，成立反

“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
雅臣被选为首领。汪雅臣
的部队作战勇敢、纪律严
明，有力推动了五常一带
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斗争实践中，汪雅

臣逐渐感到只有共产党才
能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斗
争，打败日本侵略者。1935
年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
产党。后任东北抗日联军
第10军军长。

由于日伪军实行“并
屯”政策和不断“讨伐”，汪
雅臣所在的抗日联军第10
军的密营被日军破坏，部队
失去了根据地，抗战遇到了
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艰苦斗
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
和战士同甘共苦。部队断
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
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斗争。

1941年1月29日，汪雅
臣率军部部分战士宿营九
十五顶子山。因叛徒告密，
部队被日伪军包围。汪雅
臣临危不惧，委托副军长
张忠喜带领大部人员从东
南山口突围，自己带领几
人坚守西面山头进行掩
护。在战斗中，汪雅臣胸
部、腿部多处中弹，被捕后
壮烈殉国，年仅30岁。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从
1933年至1940年的8年中，

汪雅臣率领部队同日伪军
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
共击毙击伤敌军近2000
人，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
支、粮食100余石、现款
9000余元，其他物资折价9
万余元，解救120名劳工和
9名被押爱国者。

1946年五常解放后，
人们为了缅怀抗日英雄汪
雅臣，将沙河子镇蛤蜊河
子村命名为“双龙村”，将
五常镇的南北大街改为

“雅臣大街”。在他的老家
蓬莱，汪雅臣的革命精神
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人。“汪
雅臣有勇有谋，更有为国
为民的赤胆忠心。我们要
把他身上这种宝贵的民族
精神发扬光大，全身心投
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上，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
力量。”蓬莱市党史研究室
征集编研科科长董琳琳
说。 （据新华社报道）

“您作为中国资本市
场的探索者，勇立时代潮
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
践探索，为创建深圳证券
交易所、推动证券交易技
术革新、促进资本市场规
范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8年12月22日，中国证
监会在致深交所原副总经
理禹国刚的贺信中说。

1990年12月1日，深圳
证券交易所开业。“钟声一
响，那一刻 我红了眼眶。”
禹国刚回忆说：“当时没有

鞭炮锣鼓的欢腾，没有人
潮涌动的喧闹，但它注定
是一个里程碑。”

1944年，禹国刚出生
于陕西安康，毕业于西安
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
1981年春节，他凑了几百
块钱路费，带着全家人从

“黄土高坡”来到深圳这片
改革开放的热土。

1983年，全国青联决
定选派两名懂日语和金融
证券基本知识的青年，到
日本学习证券和证券交

易。禹国刚凭借优异的成
绩脱颖而出，成为新中国
第一批选派到日本学习证
券和证券交易的留学生。
在日留学期间，他十分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学
习积累了大量证券和证券
交易的理论和实务。

1988年11月，深圳市
政府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成
立，禹国刚受命担任专家
小组组长，全程参与了深
交所筹建工作。他率领专
家小组翻译境外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章程
等英文资料达200多万字，
并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借
鉴写成对应的汉语资料33
万余字。

经过各方专家10多次
论证定稿，这些成果最终
汇总成《深圳证券交易所
筹建资料汇编》，这本“蓝
宝书”成为深交所成立的
蓝图。

1992~1993年间，禹国
刚担任深交所法定代表
人。在他的主持下，深交所
实现了交易电脑化、交收
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
无大堂化。如此一来，不仅
降低了发行成本和交易成
本，更解决了存在许久的
黑市买卖、效率低下、人为
操纵等问题，为深交所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资本市场的前
途是光明的，是一个充满
机会和希望的、迅速发展
的新兴市场。”禹国刚满怀
感情地说：“我感到自豪的
是，碰到了改革开放的新
时代，能够在时代给予的
机遇中，为深交所的创建
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贡
献自己的力量。”

（据《人民日报》）

阿右旗：民生答卷绘满幸福底色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宏章

汪雅臣：传奇“双龙”以身殉国

深圳证券交易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

“那一刻我红了眼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