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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王振宏 陈梦阳
王炳坤

从“拼消耗”到“重效益”，以深化
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积极拓展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老工业基地辽宁在迈
向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道路上，摆脱
旧有发展路径依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贯彻新发展理念，用“三大转
变”撑起振兴新蓝图，一个有活力、重效
益、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

观 念 之 变 ：从“ 拼 消 耗 ”到“ 重 效
益”

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县长孙鹏
宇最近正忙着核查整改市环保暗访组
提出的几十条意见。“作为一个山清水
秀的山区县，今年市里不再考核我们
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但在环保、
民生、旅游产业等方面提出了很高要
求。”几个月间，岫岩县密集出台了封
山禁牧、封河禁渔以及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等文件，并开始部署落实。

政绩考核不唯 GDP，而更注重全
面发展，岫岩县并非特例。近年来，辽宁
省委、省政府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中结
合经济社会运行趋势，决定从速度消耗
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全力开创振兴新
局面。“宁可放弃眼前利益，也要追求高质
量发展。”辽宁省委、省政府不止一次在各
种场合传递出这样的声音。

不久前，辽宁三三工业有限公司
联合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成立专
门公司开发特种轴承，谋求突破盾构

机生产中的瓶颈。“全省科技部门正在
梳理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组织多
方联合攻关，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
创新动力。”辽宁省科技厅厅长王大南
说，现在企业谈资源、垄断的少了，谈
技术、创新的多了。去年一年，全省新
增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000 家。

观 念 之 变 最 终 体 现 在 发 展 思 路
上。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政策法规处处
长李新忠介绍，如今全省发展改革系
统在做经济社会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时
都有意识地对照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理念。“原先有什么好项目
大家都一哄而上，模仿追随，现在更加
注重因地制宜，做好特色产业。”

方式之变：以深化改革激发市场
活力

新年伊始，辽宁省宣布，今年“项目
管家”制度将覆盖所有规模以上企业和
重点项目。“就是要做到无事不扰、有求
必应。”身为腾讯、华为与辽宁合作的两
个项目的“管家”，辽宁省工信厅厅长何
庆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内容。

从拼投资、拼优惠政策到拼服务、拼
营商环境，辽宁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显
而易见。辽宁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周
轶赢说，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政府治
理能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目前辽宁正在进一步完善对各部门的考
核、评估办法，努力让“人人皆为营商环

境”的理念深入人心。
以营商环境建设为龙头和抓手，辽

宁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培育发展动能。

地处辽西内陆的建昌县在上百公
里外的葫芦岛市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
的滨海“飞地”，招商引资的项目可以
在这里落地，形成的税收可以两地分
享。如今，全省像这样的“飞地经济”
产业园已有近百个，县域经济的短板
正得到关注和改善。

今年 3 月，辽宁省国资委集中拿出
52户省属企业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向社
会公开推介，吸引各类资本参与混合所
有制改革，将国有企业改革推向深入。

辽宁省委改革办副主任李方喜表
示，针对振兴路上的瓶颈和障碍，辽宁
以“外科手术式”改革切除，为高质量
发展创造条件。

格局之变：眼睛向外拓宽发展空
间

新加坡港集装箱码头上，一台台
黄色无轨重载型机器人灵活地将数吨
重的集装箱运送到指定位置。作为国
内顶级工业机器人生产商，沈阳新松
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今年 3 月
成功中标新加坡港口集装箱货运传输
项目，这是我国国产机器人在国际港
口上一次完美亮相。

老工业基地振兴离不开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必须利用好国内、国际两
种资源。从眼睛向内到眼睛向外，辽
宁围绕东北亚经济圈、“一带一路”的
广阔舞台寻找新定位，在高水平对外
开放中拓展发展空间。

去年 8 月，辽宁省出台省级层面
“一带一路”建设纲领性文件，并首批
梳理出 300 个对外合作项目实行专班
推进。辽宁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黄洋
介绍，过去辽宁企业“走出去”多靠单
打独斗，现在政府、企业、银行、保险等
多方力量联手，在产业对接、基础设施
联通、人文融通等方面开始形成合力。

敞开胸怀的辽宁老工业基地变得
越来越有吸引力。去年 10 月，总投资
30 亿欧元的沈阳华晨宝马新工厂项目
正式启动，成为我国汽车行业对外资
放开股比限制以来的首个受益项目。
今年 3 月末，由全球石油巨头沙特阿美
石油公司与我国企业联合出资的华锦
阿 美 石 油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在 盘 锦 市 揭
牌，将运营投资额超百亿美元的石化
项目⋯⋯

“三大转变”让辽宁经济的韧性增
强，发展的协调性、包容性随之提升。
今年一季度，辽宁 17 个季度以来经济
增速首次重返 6%以上，三次产业增速
均比去年同期提高，而新开工项目投
资额、全社会用电量、货物周转量等支
撑性指标也一路上行，“这表明发展有
后劲，辽宁经济正走在稳中有进、进中
向好的道路上。”辽宁省工信厅总工程
师郝庆顺说。

（新华社沈阳 6 月 23 日电）

“三大转变”撑起振兴新局
——辽宁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新华社记者 余孝忠 杨守勇
潘林青

仲夏沂蒙，万山披绿。孟良崮上，
白色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耸立山巅，
形如三把刺刀直指云天。

72 年前，一场名扬中外的战役在
此打响。一方是精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
张灵甫整编第74师，自诩为“天下无敌”；
一方是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陈毅、粟裕
华东野战军，被认为“必败无疑”。

然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少
胜多、以弱胜强，国民党“王牌师”全军覆
没。孟良崮战役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成
为彪炳世界军事史册的经典战例，成为
中国解放战争中意义重大的一役。

巍巍孟良崮，似一座丰碑见证着
初心、铭刻着使命，彰显着党和人民生
死与共的磅礴力量。

血染的传奇
“叫声老大娘，细听我来讲，孟良

崮战斗打得真漂亮⋯⋯”这首至今还
在沂蒙老区流传的“大白话”民歌，传
唱的正是孟良崮战役。

国民党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失败
后，1947 年 3 月改为对山东、陕北两个
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并集结主力部
队，妄图寻找我华东野战军主力进行
决战或逼迫我军北渡黄河，实现占领
整个山东的战略目的。

“对解放军来说，这几乎是一场力
量对比悬殊的战役。”孟良崮战役纪念
馆里，面对展墙上一组组对比数据，参
观者的感慨不约而同。

——从军队人数看：我军 27 万余
人，国民党军 45 万余人，兵力对比几乎
是 1：2。

——从武器装备看：我军是“小米
加步枪”，国民党军是“飞机加大炮”，
火力可谓天壤之别。

一张军事指挥图，显示出双方战
略战术的斗智斗勇。纪念馆讲解员赵
慧介绍，我军在运动战中包围了张灵

甫整编 74 师，但国民党军亦“喜出望
外”，竟主动退守孟良崮，妄图以 74 师
为饵诱我主力，实现“中心开花，四面
反包”的目的。

5 月 13 日 ，孟 良 崮 战 役 正 式 打
响。“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争夺战，关
键 阵 地 数 易 其 手 ，尸 体 堆 叠 了 十 几
层。”孟良崮战役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
刁传东说。

尽管敌 74 师兵强马壮、装备精良，
但战斗一开始，张灵甫精心安排的垛庄
退路就被我军切断，预留的辎重被全部
缴获，只能在孟良崮上负隅顽抗，近乎弹
尽粮绝，只得靠宰杀战马充饥解渴。

5 月 16 日，华野全线出击攻上孟
良崮，整编 74 师全军覆灭。

蒙阴县委书记王皓玉说，作为国
民党五大主力王牌的张灵甫 74 师的覆
灭 ，沉 重 打 击 了 国 民 党 的 信 心 和 士
气。这一胜利不仅扭转了华东乃至全
国战局，还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
略进攻的重要转折点，此役之后共产
党所向披靡，国民党一溃千里。

制胜的法宝
“到底是什么力量，能够在短短几天

就消解了敌军优势、弥补了我军劣势？”
沂蒙情雕塑园里，一架青铜塑造的

独轮小推车，栩栩如生。刁传东说，这架
支前小推车让很多参观者找到了答案。

当张灵甫部队被我军围困时，国
民党援军也形成了对我军的反包围，
双方伤亡非常严重。可是，由不可能
成为可能的一幕出现了：前面，解放军
战士冲锋陷阵、前赴后继；身后，浩浩
荡荡的民工用推车、担架抢运弹药、救
护伤员、端水送粮，源源不断⋯⋯

战役期间，沂蒙支前民工高达 92
万余人，平均每个战士身后有 3.4 个支
前民工提供保障——是人民的参与使
敌我力量实现了从 2：1 到 1：2 的惊天
逆转。

人民的力量，制胜的法宝。
孟良崮战役中，汶河上通往战场

的木桥被敌机炸断。“千钧一发之际，

32 名妇女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扛
着门板架起‘人桥’，用柔弱的身躯支
撑起几千名战士奔向战场。”沂南县原
艾山乡妇救会会长李桂芳生前每每讲
起这段经历，都屡屡哽噎。

纪念馆墙上，新华社原战地记者
邹健东拍摄的一张黑白照片，吸引了
众多游客的目光：一位农村老大娘与
解放军指战员并肩而立，右手指向远
方，画面亲切自然。

赵慧说，战斗最激烈时，炮兵连长施
夫俊奉命前去摧毁敌军指挥所，但地图
上怎么也找不到具体位置。焦急万分之
际，照片中的老大娘冒着枪林弹雨来到
阵地，准确地指出了目标位置。

得民心者，人民情同手足；失民心
者，必成瞎子聋子。一名在孟良崮战
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曾说：“老百姓
对共产党是‘要人给人，要粮给粮’，却
对我们‘坚壁清野’，不要说人和粮了，
连鬼都找不到。”

纪念馆屏幕上播放的一段视频资
料耐人寻味，原美国战地记者西奥德·
怀特亲口讲述着这样一个经历——

“1947 年，我跟随 3 名国民党士兵
在沂蒙山区行军，人困马乏。在一个
村庄里，国民党士兵对老乡谎称是八
路军，索要草料和水。我感到很惊讶，
正想反问时，这名士兵小声跟我说‘要
是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会给
我们弄了’。”

车流滚滚，民心如潮。孟良崮战
役后，山东人民没有停下支前的脚步，
而是继续跟着共产党在解放道路上一
往无前。

仅解放战争期间，山东就为部队
输送了 95 万兵员，出动了 1100 多万次
民工、跟随部队转战 17 个省份，用小推
车“把胜利推过了长江”。

永远的初心
登上孟良崮，极目四望，但见群山

苍翠、瓜果飘香。昔日大战场，已是致
富地。

“当年舍生忘死求解放，就是为了

让咱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蒙阴县县长
王丽云说，经过几十年治理，几乎寸草
不生的孟良崮种遍了致富果、铺就了
致富路，成为著名风景旅游区。

山脚下，孟良晏园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大院内，经理牛庆花正和村民们
一道，将樱桃、油桃等水果分拣装箱，
发往全国各地。

4 年前，牛庆花还是一名留守妇
女。在驻村第一书记的帮助下，她不
仅靠电商“发了财”，还带动村里 16 名
贫困户脱了贫。

在齐鲁大地，盯紧“黄河滩”、聚焦
“沂蒙山”、锁定“老病残”，脱贫攻坚决战
决胜，攻克下一座座深度贫困堡垒。
2018 年底，沂蒙老区贫困人口、贫困村
全部脱贫摘帽，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摆脱贫困，这道近乎无法逾越的
“世界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得到破解。迈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
人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攻坚
克难，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经济建设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成效显著、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农业农村改革扎实落地；

——在生态建设上，“史上最严”
环保法实施、环保督察掀起“绿色风
暴”、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

——在从严治党上，党的纪律检
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巡视监督“利剑”作用越加彰显、整治

“四风”持续高压；
⋯⋯
追梦路上，仍有艰险。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进入新的历史关头，深化改革
开放仍需要闯过一个个“娄山关”“腊
子口”。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征程上，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就一定能够攻克一个个新的“孟良
崮”，赢得一场场新的胜利。

（新华社济南 6 月 23 日电）

生死与共的磅礴力量

□新华社记者 刘羽佳

硝烟早已散尽，精神火种不灭。
记者从江西出发，再走红军长征

路，看见赣闽粤干部群众在新时代的
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
伟大的长征精神，快马加鞭，奋勇前
进。

延续作风 苏区谱新篇
“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

办公⋯⋯”80 多年前的山歌唱出了革
命岁月中，苏区干部一心为民、清正
廉洁的革命作风。

85 年前的他们，从于都出发，踏
上远征，缔造奇迹；

85 年后的他们，初心不改，怀揣
使命，再谱新篇——

“要怀揣着真感情去扶贫，让贫困
村的父老乡亲尽早实现脱贫致富。”这
是江西于都宽田乡桂龙村第一书记王
国华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王国华针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
制定了不同的脱贫措施。想法子，摸
路子，依托山林优势，引进公司，解决
村内几十个劳动力就业，极大激发了
困难群众致富的内生动力。

王国华拿出只争朝夕、勇往直前
的精神，冲在前、干在前，把贫困户当
亲人，为桂龙村的发展献计出力，在
干部群众中传为佳话。

在赣南，还有许许多多像王国华
这样的基层干部正在为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而努力。

近 7 年来，改造农村危旧土坯房
69.52 万户，解决 546 万农村人口安
全饮水问题，解决近 300 万山区群众
不通电和长期“低电压”问题⋯⋯长
期以来困扰赣南苏区的住房难、喝水
难、用电难、行路难、上学难、看病难
等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

党心连民心，奋斗无穷期。赣南
这片苏区干部好作风发源地，共产党
人始终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不断焕发
出新的活力。

脚踏实地 播种幸福生活
新变化、新气象，在长征路上不

断涌现。
位于闽赣交界地区的福建长汀

四都镇楼子坝村姜畲坑，河水清冽、
道路平坦、植被茂盛。“党和政府时刻
挂念着我们老区人民，持续投入专项
帮扶资金，我们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楼子坝村党支部书记陈先发
说。

从 1929 年 3 月红四军在此创建
中央革命根据地，到 1934 年 10 月中
央红军出发长征，在近 6 年时间里，位
于闽西山区的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
经济中心，红军重要的兵源地和给养
地之一。

“ 干 革 命 走 前 头 ，搞 生 产 争 上

游。”几年来，在政府的指导下，陈先
发带头成立种养专业合作社，流转土
地 450 亩，发展台湾大肉黄姜、槟榔
芋种植，探索杂交水稻育种和中药材淫
羊藿种植项目。合作社累计吸收多名
贫困户，解决其就业问题。“老区脱贫路
上，一个也不能少。”陈先发说。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闽西大地上，昔日开辟中央革命

根据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波澜壮
阔。今天，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路上，一
派生机盎然——

2019 年龙岩市新材料新能源产
业 发 展 对 接 会 上 现 场 签 约 项 目 36
个，其中产业项目 17 个，技术合作项
目 12 个，资本合作项目 7 个，总投资
152.84 亿元。

以“福林贷”为切入点，三明市的
绿色金融创新的脚步加快，截至今年
5 月 末 ，三 明 全 市 银 行 已 累 计 为
10900 余户农户授信 11.7 亿元，全市
农林产业下游相关产业入库税款超
过 2.08 亿元⋯⋯

饮水思源 延续革命火种
在广东清远连州市瑶安乡田心村，

有一个特别的节日：“红军节”。1934
年，红军长征前后，先后有几支红军部
队经过或在这里开辟游击根据地，留下
了红色足迹，谱写了动人故事。

村主任李六旺介绍，“红军节”的
举办让村民对家乡的红色故事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不能忘记这段
红色历史，当年红军和瑶族人民的情
谊，将一直传颂下去。”

在连州市东坡镇革命将领冯达
飞的故居内，一群师生正在开展红色
主题教育活动。

“老师带我们来参观革命先烈故
居，听他们的故事，向他们学习。”连
州市西溪中心学校小学三年级学生
马颖乐说。该校带队老师邓丽琼介
绍，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参观纪念馆、
博物馆，学习红色历史故事，让革命
精神薪火相传。

楼子坝村四处可见与红军有关
的建筑：医院旧址、兵工厂旧址、造币
厂旧址和毛泽覃同志故居⋯⋯

陈先发说，村民历来注重对革命
遗址的保护。“如今，村民生活富裕
了，我们更要牢记历史，珍惜现在。”

无论是设立节日纪念红军，抑或
从小教育孩子了解红色文化，还是四
处走访记录口述历史⋯⋯在红军踏
过的土地上，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
先烈的缅怀、对革命历史的敬意。

时光见证历史，历史催人奋进。
跨越历史烟云，被热血浇灌的长

征路上，红军故事代代相传，“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信念在人民心中愈
发坚定⋯⋯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长征路上的初心使命
——“记者再走长征路”赣闽粤见闻

□新华社记者 刘羽佳

再次走在当年红军长征之路上，
令人敬仰的不仅是那段艰苦卓绝的
红色历史，还有那些代代守护长征精
神的老区干群，他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唱响新长征路上的战歌！

一路走来，长征精神激励着老区
干群奋发图强。一个个高新企业、一
座座工业园区、一栋栋新房子、一处
处新农村⋯⋯他们用勤劳和智慧，迈
向高质量发展，让红土地再放光芒。
新时代，革命老区换新颜；新时代，老
区干群谱新篇！

回望历史，红土地见证了“初心”
缔造的奇迹。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
正是怀着“改造中国”“解救劳苦大众”
的伟大梦想，爬雪山、过草地，在万里长
征路上突破层层封锁，铸就革命的传奇
和精神的丰碑，取得了伟大胜利。

初心指引方向，使命召唤担当！
一切为了人民，就要永远把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不断汇聚战胜风险
挑战的伟力。新长征路上，致敬先辈
的最好方式，就是以奋斗的姿态，化
长征精神为攻坚克难的力量，善作善
成、一往无前。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

唱响新长征路上的战歌

□新华社记者 李松 梅常伟 刘斐

位于广东连州市东陂镇达飞巷 16
号的一座老屋，曾经走出一位人民军
队航空先驱。

他，就是冯达飞。
提及冯达飞的经历，连州市委党史

研究室原主任黄兆星说：“冯达飞既懂航
空、步兵炮兵理论和技术，又有指挥大兵
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能力，
同时又掌握了英、俄、德3门外语，在我军
早期高级指挥员中可以说极为罕见。”

多兵种军校学习历练
冯达飞 1901 年 7 月 31 日出生于

连州东陂镇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早
逝，他自小与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母亲
相依为命。

1919年7月，冯达飞中学毕业后，考
入广东陆军测绘学校。1921 年又转入
西 江 讲 武 堂 ，次 年 毕 业 后 任 粤 军 中
尉。1924 年 5 月，他被选送入黄埔军

校第一期第四大队学习。1924 年底加
入中国共产党。

冯达飞外孙女婿、连州市历史文
化研究会理事乔国华介绍说：“1925 年
8 月，冯达飞被广东革命政府和党组织
选派到苏联莫斯科航空学校、苏联红
军步兵学校深造。”

“1929 年年底，冯达飞参加了百色
起义。”黄兆星说，“当时广西省（现在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军械库被我军接
管，库里虽有许多武器，但大部分已残
缺不全。能否及时修理好这些武器，
对起义成败关系重大。”

冯达飞临危受命，带领一支 20 多
人 的 队 伍 进 入 军 械 库 。 凭 着 过 硬 技
术，经过 10 多个昼夜奋战，赶在起义前
夕抢修出了 20 余挺重机枪、5 门迫击
炮和 3 门山炮，为起义立了大功。

驾驶缴获的敌机战斗
1932 年 1 月起，冯达飞先后担任

湘赣军区参谋长、独立三师师长、红八
军代军长，兼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
长。这期间，参加反围剿斗争，他各方
面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

1932 年 4 月，红军攻克闽南重镇
漳州，缴获国民党军阀张贞的两架飞
机，其中一架受损严重不能使用。

冯达飞奉命日夜兼程，赶赴漳州，
检修飞机。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当地能工
巧匠的协助下终于把飞机修复。

由于战争形势发生变化，冯达飞奉令
把缴获的飞机飞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
府瑞金。没有航空炸弹，他就把迫击炮弹
绑起来挂在炸弹架上，还装上几捆传单。
在没有导航和飞行路线图的情况下，毅然

从漳州驾机飞越高山峻岭，向瑞金飞去。
当冯达飞驾驶飞机飞越敌占区时，

敌人以为是自己的飞机，有的抬头观
望，有的打旗联系。冯达飞利用敌人的
错觉，扔下迫击炮弹，狠狠打击了敌人。

拒敌诱降英勇赴死
“1934 年 10 月，冯达飞参加长征，

编入陈赓领导的干部团。”乔国华说，
“1935 年至 1936 年，任陕北红军大学
教员。1937 年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
二、第四大队长。”

1941 年 1 月，“ 皖南事变 ”爆发 。
在石井坑的突围大血战中，冯达飞不
幸腿部中弹受伤被捕。

面对国民党的劝降，冯达飞义正
词严地拒绝。1942 年 6 月 8 日，冯达飞
被害于上饶集中营，年仅 41 岁。

2017 年 11 月 3 日，经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党委政治部组织局批准，随
着响亮的凿刻声，冯达飞的英名，被镌
刻上北京中国空军英烈墙。

（新华社广州 6 月 23 日电）

不朽的红色雄鹰
——人民军队航空先驱冯达飞的故事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是 6 月 21 日无人机拍摄的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白芨滩国
家沙漠公园，远处仅存的沙区成为人们了解这里生态变迁的对照区域。宁夏灵武白
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毛乌素沙地边缘，曾经风沙危害严重，对附近的城市生
活和工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通过多年探索，当地构建了“五位一体”的治沙、发
展模式，累计治沙造林 63 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41％，筑起了阻止
毛乌素沙地南移和西扩的“绿色长城”。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 摄

宁夏灵武：毛乌素沙地的“绿色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