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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时刻牢记根本宗旨〖接力奋斗〗

重温初心、感悟初心、践行初心，才能把我们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福建推行一线蹲点调研，着力推
动问题在一线发现、关怀在一线送达、
作风在一线体现；陕西深入发掘宣传
老红军刘宝斋、国测一大队、西安交大

“西迁精神”等先进事迹；安徽以脱贫
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
问题为反面教材，开展警示教育……
什么是初心？如何守初心？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党员干
部进一步理解了“初心”二字的千钧分
量。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守
初心，就是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
守初心，牢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
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永远不能脱离
群众、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重温
初心、感悟初心、践行初心，才能把我

们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让党的根基永固、让党的力量永
存。

初心系于人民，使命为了人民。
回首来时路，一个结论格外清晰：同人
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
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
证。从长征路上的红军鞋，到淮海战
役的小推车；从小岗村村民的红手印，
到“最成功的脱贫故事”，人民的力量
一旦被激发出来，就有着改天换地的
伟力。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人民
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人民共
和国的坚实基础，是我们强党兴国的
根本所在。

守初心，需要以真挚的人民情怀
滋养初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基层考察调研时，每到一
地，凡是百姓关心的事，他都一一察
看过问；凡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
题，他都重点调研谋划。在河北调研
时吃大盆菜，在芦山地震灾区住临时
板房，自己掏钱为梁家河的乡亲们购
买年货；“建新房多少钱”“粮食够不
够吃”“孩子上学要走多远”“家里是
旱厕还是水厕”……点点滴滴，体现深
切的人民情怀，彰显共产党人的初
心。“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
必有其源”。唯有时刻不忘为了谁、
依靠谁、我是谁，真正同人民结合起
来，才能凝聚起万众一心、干事创业

的强大力量。
守初心，需要以牢固的公仆意

识践行初心。明年，我们将努力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与此同时，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也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
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能不能打
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如何使
贫中之贫、困中之困摆脱贫困进入
全面小康？怎样提高全社会文明程
度？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践行初
心，还需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
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

成生活的现实，正像习近平总书记
概括他的执政理念一样：为人民服
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的十九
大报告以这样一句古语，道出了我们
共产党人近百年所行大道的真谛。说
到底，这一大道就是一条与人民心心
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人间正
道。苍茫林海，扎根大地才能根深叶
茂；大江大河，不忘源头才能奔腾不
息。守初心，也是在守护我们的执政
根基、守护我们的发展动力。唯有永
葆初心、勇担使命，才能真正同人民想
在一起、干在一起，把近14亿人的力
量凝聚在一起，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据《人民日报》）

疑病症现在变得越来越多。这不是
一种新疾病，希腊人发明了这个术语，用
来解释因怀疑自己的健康而产生的恐惧
和不适，但是现在新的元素加剧了疑病
症的发展。

有心理学家说，现在大家对医疗健
康越来越了解，疾病预防宣传反复进行，
实验性药物发展迅速，新的身体文化兴
起，人们身上的责任越来越多，健康变得
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是导致疑病症大肆
流行的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网络求医越来越受追
捧，求助谷歌医生或者网络医疗专家，输
入自己的症状，不久就能得到相关回复。

在一些案例中，疑病症患者往往将
一些其他人认为无足轻重的事情看得无
比重要。例如，他们要求家庭住址一定
要靠近医院，或因为担心自己生病时找
不到医生就诊而拒绝去某地度假。

疑病症通常在儿童时期产生。如果
从小看到父母或家人对健康和疾病过度
担忧，那么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这种行
为，这种模仿行为是患上疑病症的最常
见原因。

对于那些因为自己的疑病症而疯狂
烦恼的病人，心理学家指出，他们没有行
为失常，最多就是有些迷惘，总是采取保
护或者强迫行为罢了。

如何治疗疑病症呢？一是努力纠正
自己对身体症状、思想、宿命感的错误看
法，改变行为和不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
这些都是导致此病的根源；二是使用抗
焦虑药物，不过这基本属于治标行为。

（据《参考消息》）

为何越来越多的人
怀疑自己有病

〖探源〗

从“中华联邦共和国”到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处在
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因为民主政治
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
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
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
义相互勾结”。为此，党的二大指出：

“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
民主共和国。”“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
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
邦共和国”。“真正民主共和国”性质的

“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
思想的历史起点。但由于年幼的中国
共产党没有真正领会区别新旧民主内
涵，不能准确判断分析中国各阶级在
国家中的地位，所以这一构想在国民
党右派分裂下很快夭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
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
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建立“工农小资
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建立新的
自由的中国”。10月23日，《中国共产
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
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
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
（苏维埃）的中国。”这是“新中国”一词
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囿于当
时的情境，中共对“新中国”的构想还
停留在移植苏联模式层面上，提出了

“苏维埃共和国”口号。“苏维埃共和
国”设想之初指的是“工农兵士贫民代
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
农共和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全
国规模、统一名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
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
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
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
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表明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
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是中国共产
党建国思想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但由于
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
后，在来不及对中国国情作深入分析的
背景下，不顾中国国情地移植模仿，它的
最终流产也在所难免。

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
“民主共和国”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通过
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
务决议》，该决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
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
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
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
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苏维埃
人民共和国”是中共在民族矛盾突出
背景下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思的话语
反映，它扩大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
和社会基础。但是，“苏维埃人民共和
国”这种称谓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苏维
埃”的主张，不能真正适应民族矛盾至
上背景下统战策略转变的要求，所以
很快就被搁置。

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
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将“苏维
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
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
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
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
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
部分”。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
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其中在对“民主
共和国”的口号作具体说明时指出：

“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
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
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
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
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
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
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
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
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
制度。”可见，“民主共和国”是从团结
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而提
出的又一“新中国”口号。

“民主共和国”的提出一定程度
上适应了民族抗战背景的形势，但
是，“民主共和国”没有清晰地表明中
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主目标：到底是
新民主，还是旧民主？另外，“民主共
和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即在抗战

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受到蒋介石为
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破坏和攻
击。同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建政
实践也推动着新的建国口号的提出。

从“民主共和国”到
“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民主共和国”受到诸方挑战的
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了“民主
共和国”内涵。1939年12月，毛泽东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指
出“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中国现阶段
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
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
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
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
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
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
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
导之下才有可能。”这就明确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民主共和国”与一
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的区别。

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问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强
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
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
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
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
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
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民主
共和国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了“新”质的
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
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
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
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
要造成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
国”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
基本建国方略，其在各抗日根据地的
初步实践，为最终重建国家积累了新
鲜经验。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撕毁停
战协定，挑起了内战。客观形势迫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以战争为手
段来解决“新中国”的问题。1947年7

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
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
点。10月10日，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
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
号，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
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
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
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要“建立一
个崭新的中国”、一个“独立、自由、富
强和统一”的“新中国”。

为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中共
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政协筹备会上进
行了比较和选择，黄炎培和张志让主
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称呼，因
为民主和共和在西方语言里意思相
近，无须重复。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
共和国”，因为“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
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

“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大多代表倾
向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
称，最终提交了政协会议并获得通过。

周恩来于1949年9月7日向政
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
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

“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
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
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

‘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
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
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
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
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
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
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
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
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
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
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
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此，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话语
体系经过不断演变和扬弃，最终以“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以“独立、民
主、和平、统一、富强”为目标得以确
立。这既是话语体系演进的必然，也
是党的与时俱进理论品格在话语体系
上的体现。

（据《北京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历史渊源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以色列巴
兰大学里奥·艾波包姆教授领导的一个
科研小组，最近开展了一项实验。实验
是在斑马鱼身上进行的。斑马鱼基因与
人类基因相似度高达87%，胚体透明，大
脑组织与人类相近，是最理想的实验动
物。在其身上的实验结果多数情况下也
适用于人类。

通过3D高清晰延时摄影拍摄的图
像和高分辨率显微镜观察，以色列科研
人员发现了睡眠的奥秘。斑马鱼白天醒
着的时候，染色体不太活跃，虽然对被损
害的脱氧核糖核酸（DNA）的修复也在
进行，但远远不够，从而造成对脱氧核糖
核酸的损害不断堆积，直至达到危险水
平。到了晚上，当鱼睡觉时，染色体活动
频繁，其活跃程度一下增加两倍，从而有
效修复白天遭到损害的脱氧核糖核酸。
晚上，如果频繁敲击鱼缸，不让其睡眠，
持续下去，鱼就会濒临死亡。

这一发现也使人们了解到，睡眠是
如何对大脑活动、衰老及各种肌体紊乱
产生影响的。 （据《北京日报》）

人类为何睡觉？
或为修复DNA

银河系到底有多“重”？一个国际团
队日前报告说，他们利用美国航天局哈
勃太空望远镜和欧洲航天局“盖亚”探测
器对银河系进行了迄今最精确的“称
重”，认为银河系质量大约相当于1.5万
亿个太阳质量。

美国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欧洲
南方天文台等机构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
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报告说，在银河
系总质量中，约2000亿颗恒星以及银河
系中心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仅占很小的
比例，其余大部分质量来自暗物质，后者
是一种看不见的神秘物质，它就像宇宙
的“脚手架”，把恒星固定在星系的某个
位置。

宇宙中最轻的星系质量仅相当于
10亿个太阳质量，最重的星系质量达到
30万亿个太阳质量。因此银河系属于
宇宙中比较重的星系，这对于一个明亮
的星系来说十分正常。（据《北京日报》）

银河系有多“重”

〖博闻〗

先秦时期，城市已经颇具规模，
人口开始密集起来。有人的地方，也
就有了大量的生活垃圾。为了保护
环境，当时的统治者制定了相当严格
的法令。根据《汉书·五行志》：“商君
之法，弃灰于道者，黥。”灰即垃圾，黥
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为上古五
刑之一。《韩非子·内储说上》中也提
道：“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其手。”也
就是说，在路上扔垃圾的人，是要在
脸上刺字或者被剁手的。

即便制定了如此残酷的律条，也
还是很难保证道路完全整洁，故而当
时还设置了“条狼氏”一职，其职责是
清除道路、驱避行人，算是环卫工人
与城管的结合。

唐朝时期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城市，居住人口达到几百万。这样一
个巨大的城市，每天产生的垃圾数量不容

小觑。为了处理垃圾问题，国家颁布了相
应的法规，其严格程度不逊于先秦。

据《唐律疏议》记载，在街道上扔
垃圾的人，会被处罚六十大板，倒水
则不受惩罚。如果执法者纵容市民
乱扔垃圾的行为，也会被一起处罚。
《唐律疏议》：“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
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
罪。”唐朝时还出现了以回收垃圾、处
理粪便为职业的人，还有人因此走向
发家致富之路，成为百万富翁。

为了管理城市的环境卫生，宋朝
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街道司。街道
司下有专职的环卫工人，其职责包括
洒扫街道、疏导积水、整顿市容。像开
封、临安这样的大城市，每天早上都会
有几百个环卫工人打扫街道，处理垃
圾。除此之外，据《梦粱录》的记述，城
市居民每日产生的生活垃圾、粪溺也

有专人处理。每逢春天，官府还会定
期安排工人疏通沟渠，以免城市积水。

明朝时期的京城有先进的排水
管道，城市和乡村垃圾处理形成了完
备的产业链。以垃圾粪便为例，就有
专人负责在城市回收垃圾粪便，再运
到乡村出售，用于耕作。除此之外，
城市的垃圾会进行分类，各种生活垃
圾都有专门的人回收。

清朝官府将唐律中的“其穿垣出秽
污者，杖六十”，改成了“笞四十”。不过
具体的实施状况并不乐观，因为清朝的
城市街道卫生状况似乎比明朝更为糟
糕。《燕京杂记》：“人家扫除之物，悉倾
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积如
山，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人们则循
级而下，如落坑谷。”这大致是讲：人们

直接把家里的垃圾扫到路上，最后导致
城市路面比两旁的房子还高。这或许
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的垃圾污染状况
也可见一斑。直到光绪末年，官府设置
了清道夫，情况才有所好转。

从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来看，早
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睢阳平粮台
龙山文化时代城址中，就发现了埋于
地下的陶质排水管道。此后，中国古
代城市建设一直重视排水排污系统
的设置。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址中，还
多有专门堆积垃圾废物的“灰坑”，或
可直接称之为垃圾坑。这些垃圾坑
有的利用天然的坑穴，有的则系人工
挖掘而成，里面堆积着大量的废弃物
或焚烧后的灰烬。

（据《解放日报》《北京晚报》）

垃圾管理的历史变迁

〖知道〗

太阳光被月亮反射后，穿过地
球大气层。地球大气层像个保护
壳，是由很多的气体组成的，而太
阳光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7
种主要色光混合而成的白光。

月亮像一面镜子，把太阳的光
线都反射到地球上，当夜空比较晴
朗的时候，反射光穿过大气层，遇
到的灰尘和小水珠比较少，7种主
要色光都没被挡住，一起跑进人的
眼睛里，白光就被看到了，这时就
是银白色的月亮。

当天气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反
射光穿过大气层，遇到的灰尘和小
水珠比较多，太阳光里的青光、蓝
光和紫光就都被挡住了，剩下的光
混合起来，就成了黄色。此时就是
黄色的月亮了。 （据《奥秘》）

月亮是什么颜色

清
代
北
京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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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陪葬品的“圂”模型，上方
为厕所，下方为猪圈。平粮台高台建筑基址。

你是否曾在开会或者听讲座
时疑惑为什么时间过得特别慢、感
到眼皮有千斤重？难熬之苦的祸
根也许是二氧化碳。

美国国家射电天文台研究员
亚当·金斯伯格在赫尔辛基的一个
学术会议上实时记录了这个过
程。他在电脑上连接了一个小型
空气质量监测器来追踪会议室里
的二氧化碳浓度，发现其峰值远远
超过美国供暖、制冷与空气调节工
程师协会建议的最高室内水平
——1000 至 1200ppm（ppm 为 百
万分之一）。

金斯伯格在会议期间每天收
集数据。他发现，第二天发言环节
开始后，房间里的二氧化碳浓度迅
速上升。浓度在第一个发言的人
讲了大约 1 个小时后达到接近
1700ppm 的峰值，在与会者中场
休息后大幅下降，此时房门打开、
室内通风。金斯伯格认为，这么高
的二氧化碳浓度不仅会让开会的
人昏昏欲睡，也会让世界各地办公
室和礼堂里的人无精打采。

（据《参考消息》）

开会瞌睡
或因二氧化碳浓度高

德国波恩大学的研究人员在
测试了12条竹鲨的识数能力后，认
为鲨鱼或许比它们看起来更精于
算计。

研究人员把12条竹鲨各自单
独放进训练池中，并在池子的一面
池壁上循环投影不同数量的2组几
何形状的图片，当鲨鱼用鼻子去触
碰物体数量多的一组图片时，就给
它们投喂食物。这样不断训练后，
研究人员发现，鲨鱼很快就学会只
用鼻子去触碰物体较多的图片。
随后，研究人员又循环放映了至少
20组不同形状和明暗度且有不同
数量差的物体图片，确保这些鲨鱼
不会只是根据物体的明暗度或它
们面对的投影墙的面积来做选
择。结果发现，部分鲨鱼的确能分
辨出物体的多少，而且一组图片
中，还只有一幅图像比另一幅图像
中物体数量至少多两个的时候，它
们才会去挑出多的那一组。

当然，并不是所有鲨鱼都具有
这种分辨能力。研究人员认为，这
其中的原因可能像所有动物一样，
鲨鱼间也有着智力差异。但有趣的
是，如果把2只鲨鱼放到一起，让它
们互相学习，它们在观看了另一只
完成分辨任务的行为后，也是可以
很快学会完成任务的。这说明，鲨
鱼是具有社交行为的动物，它们可
以互相学习。它们甚至可以从自己
的失败中吸取经验，然后让自己进
步，这一点对于生物自身的生存显
然非常重要。 （据《羊城晚报》）

鲨鱼远比
我们想象的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