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香港1月2日电（记者张
雅诗 郭鑫 仇博） 新年前夕，国家主
席习近平发表二○一九年新年贺词。
港澳舆论和社会各界对此高度关注，
认为新年贺词振奋人心，展现将改革
开放进行到底的中国决心。

1日出版的香港报章，包括《大公
报》《文汇报》《商报》《星岛日报》《明
报》《信报》等，均以大篇幅或在显著位
置报道习近平主席二○一九年新年贺
词，或就此发表社评。

《大公报》社评说，习主席的新
年贺词言简意赅、振奋人心，相信不
少港人读了也会有同感。在刚过去
的一年，港人较过去任何时候都更
能体会到“国家好，香港更好”这一
根本道理。展望 2019 年，港人必须
进一步抓紧粤港澳大湾区机遇，发
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融合，支持

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才能取得新的
更大的发展。

《文汇报》社评指出，过去一年，
中央从各方面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落实惠及港人的一系
列便利政策。香港要积极参与新时
代改革开放，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重要抓手。香港各界要顺势而为，
乘势而上，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培育
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现新发展，作
出新贡献，也为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
展大局、实现个人梦想提供切实可行
的路径。

香港民主建港协进联盟副主席陈
勇表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在港
澳同胞中凝聚正能量。近年来，香港
与内地的融合、交流更加频繁紧密。
香港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将继续发挥

“超级联系人”的角色，积极参与改革
开放，助力祖国腾飞。

香港城市智库召集人洪锦铉表
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表达出对
香港同胞的牵挂，肯定了香港在改革
开放中的作用。希望中央政府能出台
更多政策，鼓励香港青年前往内地就
业与生活，让香港为国家改革开放作
出更大贡献。

香港饶宗颐文化馆名誉馆长陈万
雄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词非常重视
各界人才所发挥的作用，非常尊重他
们的贡献，并特别强调民众福利，这反
映了政府对人民生活和发展的重视，
让人非常感动。

陈万雄说，习主席对未来的展望
令人鼓舞，包括加强对外开放，以及从
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推动整个国家
的发展。他认为，这将为香港人带来

很好的发展机会和乐观前景。
澳门各主要报纸均在显著位置

刊登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新华澳
报》发表评论指出，未来澳门特区要
做的，除了推进“一个中心、一个平
台”，参与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发挥澳门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外，还
要继续以资本、技术、人才等参与国
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
开放。

澳门社会文化发展研究学会副理
事长阮建中说，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
词以“追梦人”形容中国人民，总结了
2018年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举
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启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成就
是在国内外形势更趋复杂的情况下取
得的，来之不易。

习近平主席二○○一九年新年贺词
在港澳引起热烈反响

据新华社武汉1月2日电（记者
李劲峰） 佩戴着“改革先锋”奖章回到
武汉后，百步亭社区党委书记茅永红
就收到社区居民送上的鲜花。“这个奖
章归功于百步亭的所有居民，大家都
是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他说。

23 年前，放弃公务员身份下海、
到海南创业“淘金”的茅永红，带领团
队回到武汉，进驻江岸区百步亭。

“那时房地产业处于起步阶段，很
多开发商建完房子卖掉后，不参与后
期小区管理，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之
间矛盾重重。”茅永红当时就决定，既
要盖房子，更要建社区。

向社会学专家求教后，茅永红在
百步亭建设中探索“建设、管理、服务”
三位一体的社区建设模式，创建起全
国首个不设街道办事处的社区。

“做人要讲良心，办企业也得讲良
心。虽然这样建设成本要高出不少，但
群众买房不容易，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建起的房子必须要满足社区治理、物业
管理、居民生活的需求。”茅永红说。

百步亭成立党委后，经过选举，茅
永红成为全国首个由民营企业家担任
的社区党委书记。

现在，百步亭社区已成为基层社
区治理的“明星社区”。18万名居民中
有约5万名社区志愿者自发地照顾空
巢老人、组织开展文化活动等；居委
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三方联动”
等工作经验向全国推广，累计接待各
地200多万人次参观考察。

茅永红：社区建设与治理创新的“拓荒者”

从“中国人民必将创造出新的辉煌”，到“把人
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从“我最牵挂的还是困
难群众”，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这几年
来，“人民”是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一以贯之的关
键词。

“人民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人民是我们执政
的最大底气。”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再次
深情赞颂中国人民，热情讴歌人民力量。光荣属于
人民、感情系于人民、力量源于人民，掷地有声的话
语，饱含自信与豪情，激荡光荣与梦想，体现着大国
领袖的人民情怀，贯穿着一如既往的人民立场，彰
显了一个百年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回首来时路，中国共产党激励与召唤着亿万人
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
迹。革命时期，500多万民工用80多万辆小车，推出
淮海战役的胜利；建设岁月，河南林县的农民腰悬
吊索，一锤一锤在山崖上凿出红旗渠；改革年代，

“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让一座新城在南海之滨
拔地而起……蕴藏于人民之中的力量一旦被激发
出来，就会创造改天换地的成就。过去6年多，年轻
的航天团队开启星辰大海的征途，近 20万“第一书
记”奋战在脱贫一线，运动员和大国工匠在世界赛
场争金夺银……有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依靠人民
的奋斗和拼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信“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强调“始
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求“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热爱人民、尊崇人民、依靠
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人民观”。对于人
民政党、人民共和国而言，“人民”二字是最深厚的
底气、最坚强的支撑。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祝
乡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越过越红火，并向千千万
万普通劳动者致敬，正是在勉励我们不能忘了人
民、紧紧依靠人民，继续把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新征程上，仍然有乱云飞
渡、风吹浪打，但只要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就没有战胜不了的风浪。过去 70年，中国人民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让许多不可能成为了可
能；未来道路上，仍需我们党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以
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坚韧不拔的毅
力，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伟大复兴。

回首过去，我们党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
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展望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一起拼
搏、一起奋斗，就一定能在新时代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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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记者
董瑞丰） 陈景润的先进事迹和奋斗精
神，激励着一代代青年发愤图强，勇攀
科学高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他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1933 年 5 月，陈景润生于福建省

福州市。他从小是个瘦弱、内向的孩
子，演算数学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
间，旁人觉得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
让他充满幸福感。1953年，陈景润毕
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由于他对数论
中一系列问题的出色研究，受到老一
辈数学家华罗庚的重视，被调到中国
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1973 年，陈景润发表了“1+2”详
细证明，在国际数学界引起轰动，被公
认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
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有数学
家给他写信：“你移动了群山。”他的研
究成果，国际数学界称之为“陈氏定
理”，至今仍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
保持世界领先水平。

陈景润后来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
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华罗
庚数学奖等。

尽管享有很高的声誉，但陈景润
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我只是翻过了一
个小山包，真正高峰还没有攀上去，还
要继续努力。”

1996 年 3 月，在患帕金森氏综合
征10多年之后，由于突发性肺炎并发
症造成病情加重，陈景润终因呼吸循
环衰竭逝世，终年63岁。

陈景润：激励青年勇攀科学高峰的典范

据新华社深圳1月2日电（记者
白瑜 吴燕婷） 在TCL集团董事长李
东生深圳TCL大厦的办公室一角，摆
放着一个硕大的木雕，九只雄鹰与五

只雏鹰振翅欲飞，象征TCL的人才梯
队建设薪火相传。

“我是 1977 年考上大学的，毕业
时正赶上改革开放。我参与了广东最
早的一批合资企业的筹建，进入 TCL
的前身——TTK 家庭电器有限公司
工作，它在全国工商登记的中外合资
企业中是第 13 家。”回忆起改革开放
之初，李东生十分感慨。

李东生似乎总是敏锐地察觉大势
的到来，每一个十年都在抢抓机遇。

“上世纪80年代关键在于‘敢为人先，
大胆去试’，只要大胆去做，几乎什么
业务都有发展的机会。2002年，TCL
迈出了国际化的第一步。十多年来，
李东生主导 TCL 开展重大跨国并
购。目前，TCL在全球设有28个研发
机构和 22 个制造基地，产品行销 160
个国家和地区，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元。

“改革开放40年，给我这一代人、
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机会，没有改革
开放就没有 TCL，就没有我今天的成
功。”李东生说。

李东生：坚守实业 书写伟大时代

据新华社太原1月2日电（记者
王井怀）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首个最
大的中外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
天煤矿落户山西朔州。在这块“试验

田”上挥锄耕耘的，是原平朔煤炭工业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日新。

1981年10月，时任山西煤管局副
局长的陈日新负责组织筹建平朔安太
堡露天煤矿项目。

万事开头难，唯有闯在前。建设
新煤矿时，中外合作的谈判一度陷入
僵局。没有合同，没有“红头文件”，拿
不到银行贷款。几经筹措，终解燃眉
之急。

在陈日新的努力下，中外合作的
安太堡煤矿进展“神速”。1987年，安
太堡露天矿建成投产。这座现代化煤
矿从动工兴建到竣工投产，只用了短
短26个月，相当于当时我国百万吨煤
矿建设周期的 1/4。在这一过程中，
陈日新引进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
创造了一整套管理机制，形成了高效
率、高科技、高效益、快节奏“三高一
快”的平朔模式，推动了我国煤炭工业
露天开采水平大跨越。

2007 年 12 月，陈日新去世，享年
75岁。

陈日新：披荆斩棘闯新路

据新华社福州 1 月 2 日电
（记者陈弘毅） 廖海涛，1909年出
生，福建省上杭县溪口乡人。1927
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
月领导当地农民暴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
征后，廖海涛留在闽西苏区，历任
中共杭武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
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中
国工农红军闽西第7支队政委，领
导上杭苏区军民坚持了极为艰苦
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闽
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 2 支
队，廖海涛先后任第 2 支队 4 团政
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在张鼎
丞的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参与创
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于
江宁、句容、溧阳、溧水地区开展游
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1940年2月，廖海涛任新四军
第2支队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
5月，他指挥赤山战斗，歼灭日军中
队长以下130余人。7月，陈毅、粟

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挺
进苏中、苏北建立新四军苏北指挥
部后，廖海涛任江南指挥部政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指挥
部所属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
军东路指挥部合编为新四军第 6
师，廖海涛任6师16旅政委兼苏南
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

1941年5月，他和旅长罗忠毅
率 16 旅 46 团、47 团回师茅山地
区，经浴血奋战，终于恢复和巩固
了茅山抗日根据地。

1941 年 11 月 27 日深夜，日军
集中步、骑、炮联合兵种共3000余
人，对 16 旅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村
发动突然袭击。廖海涛组织旅部
及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转移，率部
对敌阻击，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打
退日军多次疯狂进攻。战斗从 28
日凌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毙伤日、
伪军300多名。廖海涛身陷重围，
腹部中弹，仍然手捂伤口继续指挥
战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年仅32岁。

廖海涛：
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抗日英雄

据新华社济南 1 月 1 日电
（记者萧海川） 陈若克，又名陈玉
兰、陈雪明，祖籍广东顺德，1919
年出生在上海。她的家境并不宽
裕——父亲是当地报馆的小职员，
母亲是婢女出身的家庭妇女。陈
若克8岁时，曾在小学就读过一年
半的时间。因在学校寡言少语，被
老师、同学喊做“小哑巴”。随着父
亲病故，陈若克不得不辍学，随母
亲进工厂做工。

15 岁的陈若克，白天在工厂
做工，晚上到工人夜校读书。繁
重的体力劳动，让她年纪轻轻便
患上胃病、贫血、头痛、肺气肿等
病痛。然而，正是这艰苦的生活，
锤炼了她的意志与品格，让她投
身到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面
对工厂主、资本家，陈若克直陈道
理、毫无惧色，让她在工人群体中
小有名气。

1936年8月，陈若克加入中国
共产党。随后，她辗转湖北、山西
等地，并于 1937 年进入华北军政
干部学校学习。其间，她不断汲取
先进思想的养分，积极参加抗日救
亡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她
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委会委
员，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
山东省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务委员、
执行委员等职务。

在革命工作中，陈若克收获了
志同道合的爱人——随后担任中
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如
今，在山东沂蒙党性教育基地，人
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泛黄的老照
片。照片上，陈若克与丈夫朱瑞席

地而坐，一同笑对镜头。陈若克轻
轻靠向朱瑞的右肩，嘴角眉梢里都
洋溢着暖暖的笑意。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大地，每
一份救亡图存的力量都显得弥
足珍贵。陈若克从事妇女工作
时，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
识字班和姐妹剧团，唤醒广大妇
女投身抗日事业。她组织编写
妇女刊物，培养、选拔妇女干部，
对当时山东妇女工作起到积极推
动作用。

1941 年深秋，日伪军大举进
逼沂蒙山区。11 月 7 日，在突围
作战中，怀有 8 个多月身孕的陈
若克不幸被俘。两天后，她在狱
中产下一名婴儿。但这并未引起
敌寇丝毫的怜悯。陈若克饱受身
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她
的孩子更被敌人当成要挟她的资
本。日本人知道陈若克身体虚
弱、无力喂养孩子，于是便把一瓶
牛奶送进牢房，希望以此击垮她
的精神防线。陈若克没有屈服于
敌人的威逼利诱，她毅然咬破自
己的手指，用鲜血哺育自己幼小
的孩子。

恼羞成怒的日军最终举起了
屠刀。11 月 26 日，陈若克母子二
人惨死在侵略者的刺刀之下。

陈若克牺牲后，一位老乡把他
们的遗体偷偷运回了沂蒙红嫂王
换于家。王换于变卖部分家产，购
置了一大一小两口棺材，把他们隐
蔽安葬在自家地里。下葬那天，匆
匆赶来的朱瑞最后一次看到自己
的妻儿，悲痛万分。

陈若克：战士、母亲、英雄

开国上将杨成武晚年回忆说，打
过这么多仗，最惨烈、最悲壮的，还是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一道天然屏障——大
渡河，横亘在长征中的中央红军面前。

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是崇山峻
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国民
党派重兵守卫着铁索桥。

“这座铁索桥，就是泸定桥，能
否夺取，关乎着中央红军的生死存
亡。”战争亲历者、老红军唐进新生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当时是红
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 2 师第 4 团 4 连
青年干事。

1935年5月27日清晨，红4团在团
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从大渡
河西岸的安顺场出发，向泸定桥奔袭。

“军委限令3天3夜赶到。”唐进新
生前回忆，对红军来说，3 天 320 多里

路并不算多。“但都是山路，还要不停
地打仗。”

“有时，我们必须弯腰挪步，从仅
容一人的绝壁间穿过。”唐进新说，一
路急行、架桥、打仗和绕道，第一天只
走了80多里。

第二天，军委又来急电，限 29 日
夺取泸定桥。“就是说，我们一昼夜必
须赶 240 多里。”唐进新说，虽然此前
他们曾创造一昼夜行军160多里的纪
录，但这次大家都觉得压力很大。

“路上还有敌人，瓢泼大雨下个不
停。”摸黑行走的唐进新和战友们行军
速度非常慢。“伸手不见五指，加上饥
肠辘辘，又都是泥泞小道，我和战友们
一个个被淋了个透，那次急行军，是我
这辈子所有行军中最紧张、也是最艰
难的一次。”

对岸敌人也在连夜增援泸定桥。

杨成武大胆决定，点起火把，以刚刚被
消灭的川军番号迷惑敌人。“碰到敌
人，就留下一部分人打仗，别的人继续
跑步前进。”唐进新说。

29 日 6 时许，红 4 团赶到泸定桥
边，并占领西桥头。这是一座由13根
铁索横拉两岸的铁索桥。红军赶到
时，川军已把桥上木板抽掉了，只剩下
玄黑冰冷的铁索悬在那里，桥的那头，
又有敌人把守。

当部队选拔突击手时，唐进新马
上就报了名，但是没被选上。他与所
在的4连的战友们被安排负责往桥上
递木板。

唐进新生前回忆：“2连连长廖大
珠等 22 人组织的突击梯队，踏索夺
桥。3连跟着，边冲边铺木板。1连打
掩护。”

“总攻在下午四点开始。团长和
我在桥头指挥战斗。”杨成武生前回
忆，全团的司号员集中起来吹起冲锋
号，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敌人开火，
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撼山谷。

据杨成武生前回忆，战士魏小三
最早牺牲，从桥上脱手落入河中。接
着，中了弹的刘大贵也趴在铁索不动
了。紧跟着，刘大贵落入水中。不料
对岸燃起火来，铁索烧得发烫，冲在前
面的刘金山始终抓着铁链，手臂下的
疤痕，正是匍匐在铁索上烫下的伤痕。

“子弹打得铁索叮当响，有两名突
击队员掉下去了……我站在西桥头，
不停地把手中木板递给3连的战友。”
唐进新生前回忆。

红 4 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中
央红军主力渡过了大渡河。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副院长马卫防说，飞夺泸定桥充分彰
显了红军将士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
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粉碎了蒋介石借
助大渡河天险消灭红军的美梦，是中
央红军长征中一次重要的战略作战行
动和取得的又一次决定性胜利，谱写
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记者 梅世雄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飞夺泸定桥：中国革命史上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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