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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技术
推广站原书记、站长，享受自治区副
主席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离休干
部刘俊秀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0年 4月 6日在呼和浩特逝世，
享年91岁。

刘俊秀，汉族，1929年10月出生
于山西省崞县。1945年1月参加工
作，1946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1月至1954年 9月，先后在
山西崞县第四区武委会、忻县武工
队、晋绥宁武实验党校、集宁县一区
武委会、绥远省委党校、集宁县武委
会组织部工作；1954 年 10 月至
1957年 10月，任集宁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1957年 11月至 1958年
12月，任集宁拖拉机站书记、副站

长；1958年8月至1962年5月，任乌
盟农牧业机械化学校副书记、校长；
1962年 5月至1963年 6月，任集宁
拖拉机站党总支书记、站长；1963年
6月至1971年4月任乌盟公署公交委
员会副主任、农机局局长；1971年4
月至1973年6月，任土右旗革委会常
委、生产部主任；1973年6月至1981
年5月，任内蒙古农机局修造处副处
长；1981年5月至1984年3月，任内
蒙古农牧业机械试验推广鉴定站书
记、站长；1984年 3月至1989年 11
月，任内蒙古农业机械化技术培训推
广服务站书记、站长；1989年11月离
休，享受厅局级待遇。2017年 4月
起享受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级标准报
销医疗费待遇。

刘俊秀同志逝世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又是一年“12·13”。第七个国家公
祭仪式上，凌厉的警报声将再次响彻这
个城市上空，是哀悼更是警醒。

国行公祭，祀我殇胞。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对30万
遇难同胞的深切缅怀和对那段灾难历
史的深刻反思，正成为国人传承历史记
忆的自觉追求，化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不竭动力。

牢记民族苦难
冬天的“哭墙”前，有无尽的哀思。
11月 2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

淑琴、葛道荣、石秀英、马庭宝、路洪才、
艾义英、余昌祥，以及部分去世幸存者
家属，齐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纪念馆”）内的
遇难者名单墙前，再一次为逝去的亲人
送上鲜花，留下无尽的哀思。

“只要身体允许，我就要来。不来
我心里难安啊！”家中9口人有7人被杀
害，夏淑琴老人蹒跚的身影，几成每年
家祭日“标志”。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
在世幸存者仅剩73人。

参加祭奠的人群中白发老者日渐
稀少，但在传承记忆的队伍里，年轻的
身影越来越多。

赶在公祭日闭馆前，南京大学附属
中学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们走进纪念

馆进行“行前一课”教育。他们参观史
实展，向死难者献花，重温民族苦难历
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过去是学校的自选动作，现在则
是留学前的‘必修课’。”南京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贺承瑶说，南京市教育局与
纪念馆共建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行前
一课”教育活动，就是为了让即将出国
的学生接受爱国主义与和平教育，打好
作为中国人的“底色”。

铭记历史，方能在沧海横流中积蓄
砥砺前行的力量。

目前就读于美国杜克大学的李逸
章，曾在 2017 年接受“行前一课”教
育。他说：“作为年轻一代，我深刻感受
到祖国的强大和稳定发展是我们追求
梦想的前提，这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参与
创造、自觉维护。”

传承守望互助
1937年11月，南京沦陷前夕，包括

约翰·拉贝在内的20多位外籍人士冒
着生命危险商议并组成了“南京安全区
国际委员会”，设置了 25个难民收容
所，在此后南京的至暗时刻救助了25
万多名中国难民。

今年12月13日，《命运与共——约
翰·拉贝及家族与中国的友谊》主题展
览即将拉开帷幕，其后人托马斯·拉贝
为此传来了一段视频寄语：“拉贝的家
人与中国人民的友谊已持续了四代，今
年，我和我的家人也亲身体验了中国的

那句俗语——患难见真情。”
故事发生在疫情期间。今年 3月

中旬，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接到一通来自
海德堡的电话，海德堡大学医学院的医
生托马斯·拉贝提请中方为他和他所在
的医院提供几种急缺的抗疫药物。

一场跨越80多年的互助行动迅速
打响。中国多方筹措，联系药企紧急增
产，克服交通运输难题，终于在4月21
日将指定药品、防护服、口罩等医疗物
资送到了托马斯·拉贝手上。

“在人类战争史上，总有一些人，像
灯塔一样，为身处黑暗恐怖里的人们带
来光明与和平的曙光……”12月5日上
午，在南京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内，
南京工程学院的孟繁雨和同学们正在
朗诵诗歌《拉贝的诉说》。

驻足聆听的人群中，南京医科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医生孙立群感慨万千。
今年大年初一，她和同事们紧急驰援武
汉，一干就是50多天。“无论是83年前
国际友人的无私善举，还是今年援鄂医
护人员的最美逆行，都是一脉相承的人
道主义救援精神。”

“《拉贝日记》里的故事是一体两面
的。一方面记录了战争与屠杀的残酷，
令人不寒而栗；另一方面，也证明人类
应当对人性抱有信心、对和平抱有信
心。”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
馆负责人杨善友说。

永续和平追求

临近公祭日，很多南京市民发现部
分地铁站内多了一面“和平许愿墙”。人
们纷纷驻足，郑重写下自己对和平的期
许：“不要让橄榄枝从和平鸽的嘴中滑
落”“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祖国昌盛，世
界和平”……声声呼唤，字字入心。

经历过苦难的城市，更懂得和平的
珍贵。

近几年，南京秉持捍卫历史真相、
守护世界和平的信念，在国内外举办了
一系列和平主题活动。例如，南京大屠
杀史实展多次走向海外，幸存者及其遗
属举办证人证言集会、和平交流活动，
紫金草国际和平学校已为 80 多个国
家、3800多名学生提供和平学教学服
务……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
分。这座曾经遭受浩劫的城市，如今因
为和平而闪光。

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也加入到传播
和平的队伍中来。韩国女孩姜哈娜于
2019年5月成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陈列馆的一名国际志愿讲解员。一年多
时间里，她接待了来自韩国的多个团队，

“让观众记住哪怕一个名字、一个词、一个
数字，我的讲解就是有意义的。”

“83年，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现实
的威胁却无时不在。殷鉴不远，后人当
自警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积淀进
取精神和昂扬斗志。”纪念馆馆长张建
军说。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不忘苦难记忆，砥砺复兴之志
——写在第七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铛、铛、铛……”每天早上八点
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内的和平大钟总是准时响起，首
批入场的12名观众分两组撞响大钟13
声，寓意牢记国耻、珍爱和平。

每到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这一天，江东门的钟声
穿透力更强，一声声、一下下，回荡在
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南京是全国为
数不多的、每年两次全城拉响警报的
城市，一次九一八，一次国家公祭日。
钟声和警报声汇聚到一起，成为当天
整个国家的背景音，提醒人们勿忘国
耻之殇、民族之痛。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屈
辱史、受难史在 1937 年的冬天到达至
暗时刻，30 万同胞的苦难经历早已刻
进国人的共同记忆。痛感是最好的

“清醒剂”。就像人的躯体，有痛感才
知道何处受了伤、何处最羸弱，进而对
症下药、祛病固本。对历史的记忆也
是如此，不能因为怕痛，就不去触碰；
不能因为屈辱，就选择遗忘。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
来。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
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困扰中国人几千年的绝对贫困宣告历史
性解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即
将开启。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历史进程中，更加需要全体中华儿女以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
状态，砥砺前行、携手奋进。

不忘曾经烽烟起，心中长鸣警钟
声。江东门的钟声每一天都会准时响
起，也将长久地警醒国人，铭记历史，
开创未来。我们能在回望中告慰先
辈：山河犹在，国泰民安，矢志奋斗，使
命必达！（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保留痛感，矢志复兴

新华社昆明 12月 12日电 （记
者 庞明广 字强）扎根边疆教育一
线40余年，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
村女孩的人生梦想……连日来，“时代
楷模”张桂梅的先进事迹经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发热烈反响。

63岁的张桂梅现任云南省丽江市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童之家）院
长。为了改变贫困地区女孩失学辍学
状况，她推动创建全国第一所公办免
费女子高中，建校12年来已帮助1800
多位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用知识
改变贫困山区女孩命运，用教育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中央宣传部近日授予
她“时代楷模”称号。

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张桂梅
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和一个个感人故
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近日，华
坪县委召开专题会议，号召全县党员
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张桂梅精神。

“张桂梅同志是我们华坪的骄傲，
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丽江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坪县委书记
余丽军说，张桂梅坚韧不拔、无私奉
献、甘为人梯的精神在全县引起强烈
共鸣，成为推动华坪发展的强大动力。

如今，张桂梅培养的一届届学生
不仅遍布全国各地，在华坪县的各行
各业，她的许多学生也已成长为骨
干。不少学生在她的影响下，主动扎

根到条件艰苦的偏远山区。
“读书时，因为家庭困难，张老师

经常偷偷塞生活费给我。在我心中，
张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华坪女高毕业
生山启燕说，“现在我已大学毕业，成
为一名乡村幼儿教师。我会谨记张老
师的谆谆教诲，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
国需要我的地方去。”

在新闻上看到张桂梅那双缠满了止
痛胶布的手，云南省肿瘤医院重症医学
科主管护师陈明睿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
泪水。“张老师默默耕耘、坚韧纯粹的精
神深深打动了我。”陈明睿说，“张老师用
自己的坚定信念成就了1800多位山区
女孩的未来，而我也会用自己的坚持和
信念去帮助我的每一位病人。”

“张桂梅老师用一生坚守了立德树
人的初心，践行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使命。”红河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党
委书记杨申宣说，“作为高校教师，我们
要学习张桂梅老师的精神，不仅要视学
生为亲人，帮助学生成长成才，还要为学
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报效祖国。”

“张桂梅精神实际上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体现，也是党性和人性光
辉的体现，还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丽
江市委书记崔茂虎说，丽江市将认真
学习好、宣传好、践行好张桂梅精神，
以她为榜样，推动丽江经济社会实现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时代楷模”张桂梅先进事迹
引发社会热烈反响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2 日电 （记
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2
月 12日 9时 54分，嫦娥五号轨道器和
返回器组合体经历了约6天的环月等
待，实施了第一次月地转移入射，从近

圆形轨道变为近月点高度约200公里
的椭圆轨道。

据介绍，月地转移入射主要目的
是通过月球轨道上的轨道机动，使轨
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进入月地转移轨

道。
后续，携带月球样品的轨道器和返

回器组合体将择机实施第二次月地转
移入射，从而摆脱月球引力，进入月地
转移轨道返回地球。

嫦娥五号轨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实施第一次月地转移入射

新华社北京12月12日电 国家
卫健委12日通报，12月 11日 0—24
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上海5例，江
苏 2例，广东 2例，天津 1例，浙江 1
例，福建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
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12例，解
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619人，重
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 250 例
（其中重症病例4例），现有疑似病例3
例。累计确诊病例4002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3752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12月11日24时，据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293例（其中重
症病例 5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8177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累
计报告确诊病例86701例，现有疑似
病例 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88649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
者690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7例（境外输入15例）；当日转为确
诊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当日解
除医学观察19例（均为境外输入）；尚
在医学观察无症状感染者196例（境
外输入185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
例 814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7377例（出院5996例，死亡114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46例（出院46例），
台湾地区725例（出院595例，死亡7
例）。

国家卫健委：11日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13例 均为
境外输入病例

新华社武汉12月12日电（记者
谭元斌 胡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打
造的通用基础云平台——航天智云
3.0及其一站式应用方案12日在武汉
发布。

在当天召开的智能协同云技术与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举行了航天智云
3.0及其一站式应用方案的发布仪式。

据航天科工集团总经理刘石泉介
绍，航天智云3.0是“云、数、智”一体化
平台，可面向复杂的多场景应用，具备
智能协同云特征。平台将数据的安全
可控作为基础，实现完全自主创新。目
前，航天科工集团正基于航天智云3.0
打造“航天云”新型基础设施。

据悉，2017年，航天科工集团提
出成立“智能协同云技术与产业联
盟”，打造智能协同云平台研发共同
体，共同构筑网络强国“中国方案”。
3年耕耘，航天智云3.0已在政法智能
化、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业大数据治
理等领域得到实践应用，覆盖全国20
余个省市、500余家单位。

航天科工集团
通用基础云平台
在武汉发布

12月 12日，河间市一家工艺玻璃企业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推销产品。河
北省河间市工艺玻璃制造行业起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当地传统支柱产业之
一。近年来，河间市积极推动传统工艺玻璃产业与线上销售产业对接融合，拓展
市场空间，形成相互促进、创新发展的“新业态”。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12月12日，工人在总装车间组装新能源快递车。当日，由山东豪驰智能汽车有限公司投资、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
智能新能源商用车制造基地在山东莱芜投产。该基地采用智能可变车身技术，对整车结构实现标准化、模块化与接口通用化，
可用类似“搭积木”的方式进行组合，一期设计年产能达10万辆。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 摄

智能新能源商用车制造基地投产

工艺玻璃“触网”拓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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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 6月底商都县绿娃农业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京东、天猫等电商
平台开通“蒙绿娃”旗舰店后，网络销售
占到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像“蒙绿娃”这样的扶贫模式，正在
加速复制。乌兰察布市先后有9个旗县
获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已建成县级电商服务中心和物流分
拨中心各11个，镇村（嘎查）电商服务点
582个，覆盖率达44%。

为精准把脉，乌兰察布市还创新开
发了精准扶贫大数据云平台。通过消除
数据壁垒，平台能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
医疗、社保、子女教育等情况，帮扶干部
还可根据平台提供的致贫原因，提出脱
贫对策，对接扶贫资源。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大数据＋”的
加持下，乌兰察布市脱贫攻坚走出新路
径。

天冷风大不仅催生出蓬勃发展的大
数据产业，更为乌兰察布市带来全国唯
一“中国草原避暑之都”的响亮名头。

乌兰察布有“草原蓝宝石塞外神泉”
美誉的岱海旅游度假区、集山水灵秀于
一体黄花沟风景区、“天然氧吧”苏木山
森林公园……有着“草原博物馆”之称的
乌兰察布，具备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地
理、资源优势，如今正孕育着巨变。

围绕打造“京郊草原·避暑之都”品
牌，乌兰察布市深入实施大旅游战略，集
中力量推动旅游资源开发上规模、出精
品，产业集聚效应不断释放。2019年，
全市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90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以上。

“凉爽的气候已经成为乌兰察布市

重要旅游资源，避暑康养、避暑研学、避
暑地产正在成为避暑旅游新的增长点。”
乌兰察布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蔡桂芳
说。

搭载这趟“顺风车”，脱贫攻坚与生
态旅游擦出激烈的火花：农村变景区、农
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又一“致富因子”
被激活。

兴和县店子镇卢家营村的蜕变就是
力证。

自治区最大人工林场苏木山森林公
园，其脚下便是卢家营村。村路边古色
古香的“苏木客栈”送走了一拨又一拨品
尝美食的客人。

午后，身穿统一服装的57岁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樊二板还在“苏木客栈”的后
厨忙着蒸馒头花卷，她笑着对记者说：

“没有苏木山，我去哪挣这3000元的工
资！”

数年前，卢家营村是偏僻闭塞、残
墙断壁的破败村落，青壮年举家外出，
老弱病残艰难留守。近年来，兴和县
按照“景区带村、能人带户”思路，依托
景区建设运营，吸纳和带动景区周边
村民就业创业，拉动餐饮、民宿、采摘、
购物等相关产业兴起，卢家营村迎来了
新生。

守着好风景，脱贫有“钱景”。2019
年，乌兰察布市旅游产业带动贫困户
4674户、10988人，贫困人口通过旅游
产业取得收入约573万元。

千帆竞发，竞相发展。在《中欧班列
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乌
兰察布（集宁）成为与北京、杭州等一线
城市并列的主要铁路枢纽节点城市，也
是全国唯一一个非省会城市的中欧班列

枢纽节点城市，标志着乌兰察布开放型
经济又添重要一翼。

七苏木中欧班列枢纽物流基地内，
数百个集装箱整齐地排列在火车道旁的
站台上，一列平板列车正在吊装集装箱，
忙碌地准备这趟“出国之旅”；

乌兰察布综合物流产业园区里，来
自鄂尔多斯、大同的优质煤炭在这里完
成洗选配加工，按照不同的定制需求发
往全国各地的煤炭用户；

集宁现代物流园区中，来自俄罗斯、
蒙古的客商在新雅宝路商城内忙着采购
优质皮草服饰……

推进立体式物流网络建设，扩大开
放合作“朋友圈”，乌兰察布市大物流格
局越来越宽广。

发展现代物流业，能扩展带动上游
生产加工为一体的制造业和下游金融、
信息等现代服务业，推动产业集聚和转
型升级，从而带动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快
速发展，确保脱贫攻坚成色足、可持续。

目前，乌兰察布市累计开行中欧班
列467列，其中返程85列，实现矿产资
源进口和整装汽车、电商专柜出口零突
破，全国首列俄罗斯葵花籽一站式入境，
并落地加工。2019年，全市外贸进出口
总额完成35.6亿元，同比增长202.7%，
增速位居全区第一。

曾经的乌兰察布“地上无草、地下无
宝”，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灰头土脸”
的马铃薯。

如今，走进乌兰察布，大有来头、现
代范儿的项目比比皆是。大数据、大旅
游、大物流拔节生长，多核支撑、多极带
动、多点突破，正在重构乌兰察布发展新
版图。

“草原云谷”有了现代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