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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比什凯克 6 月 11 日电
（记者关建武 蒋国鹏） 在对吉尔吉
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
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在吉
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
通讯社发表署名文章。文章引起吉
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反响。

吉方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
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中吉两国关系，并
就两国携手合作，共迎挑战，确保两
国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提出重要
主张，令人备受鼓舞，期待习近平主
席此访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作
再上新台阶。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好邻
居、好兄弟，中国的成功也是吉尔吉

斯斯坦的成功，”吉尔吉斯斯坦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斯哈克·马萨利
耶夫说，习近平主席在文章中表达了
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坚定支持和对进
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他
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两国关系
的主张非常重要，希望此次访问取得
丰硕成果，推动两国关系和各领域合
作再上新台阶。

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
讯社社长库巴尼奇别克·塔巴尔季耶
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关于两国关系的
重要阐释，如“风雨同舟、守望相助”

“中吉关系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
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而习近平
主席就中吉关系提出的一系列主张，

“对于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

展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尤为重
要，我们对此必须格外重视”。

在吉尔吉斯斯坦国立大学国际
区域关系系主任库巴特别克·科库姆
巴耶夫看来，吉中关系保持高水平发
展，在政治互信、务实合作、人文交流
等方面，双方都在努力做得更好。习
近平主席在文章中关于中吉关系和
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阐述为两国进
一步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密切两
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指
明了方向，相信此访一定会推动吉中
关系、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向更高水平
发展。

吉尔吉斯斯坦国际问题专家伊
戈尔·舍斯塔科夫认为，习近平主席
的署名文章是一份反映中国与吉尔

吉斯斯坦互利合作迈入新阶段的“政
策文件”，在战略互信、发展战略对
接、安全合作、人文交流、国际合作等
方面都有政策性阐释，对于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

曾在中国留学多年的赖姆库洛
夫·伊尔吉兹表示，读了习近平主席
的文章，他对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
关系的光明未来更有信心，认识到
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在中
国的留学生活，让我有机会更为深
刻地认识中国，更为深刻地认识吉
中关系的重要性，希望我们两国兄
弟般的关系不断加强，如天山上苍
劲挺拔的雪岭云杉，枝繁叶茂、四季
常青。”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议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

期待习近平主席访问推动
吉中关系和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南京 6 月 12 日电
（记者邱冰清） 吴书，1916 年出生
于江苏省灌云县（现灌南县）的一个
农民家庭。1930 年吴书考取省立
连云港水产学校师范班，毕业后担
任小学校长。

卢沟桥事变后，吴书担任校长
的小学被迫停课。面对强敌入侵，
国土破碎，吴书义愤填膺，欲投身
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吴书参加
了当地抗日团体“腊九社”，并成为
骨干。

1939 年 2 月，吴书加入中国共
产党。1939年4月，东灌沭（即东海、
灌云、沭阳）一带抗日武装被改编为
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
第三团，吴书任三团二营教导员。
1939年7月，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国民
党反动派阴谋杀害后，三团被迫撤
离东灌沭，吴书率部随团西进。

三团撤离后，国民党顽固派及
反动地主的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
东灌沭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
中。上级党组织在西进途中派吴书
返回灌云，领导对敌斗争。回到灌
云后，面对白色恐怖和混乱局面，吴
书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积极开展
工作，后担任灌云县委书记。1940

年1月，吴书利用各种关系团结社会
各阶层，成立了30多人的抗日兄弟
团。不久，抗日兄弟团发展到100多
人，成为当地团结抗日的基础。

1940 年 8 月，八路军主力部队
挺进淮海地区。吴书抓住这个机
会，率领地方抗日武装组建滨海大
队，吴书任大队政委。1945年4月，
吴书调任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独立
旅二团政委。同年冬，吴书转战东
北，开始了在东北的战斗生涯。

1947年吴书担任117师政治部
主任，平津战役结束后，他率部挥师
南下，从河北打到湖北，从湖南打到
广西，取得无数次战斗胜利，迎来新
中国的解放。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
吴书所在部队赶赴战斗前线。他率
领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
役，消灭大量敌人，沉重打击美国侵
略军的气焰。1951 年 2 月，第四次
战役揭开了序幕，吴书所在部队接
到任务，到敌后切断敌人逃跑的退
路。1951年 2月 10日晚，部队遭到
敌人空中封锁，敌机疯狂地扔炸
弹。吴书不幸负伤，倒在血泊之中，
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献出了
年仅35岁的生命。

吴书：赤诚卫中华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6月12日，在菲律宾甲米地省，乐队在独立日庆典活动上演奏。当日，
菲律宾庆祝独立121周年。 新华社发

菲律宾庆祝独立日
峡江险秀，山重水复，古村悠悠。
厚重的云层散开，阳光洒进古老

的祠堂，景象愈发清晰——正如村里
的老人在这里给记者们讲述红军的
往事、长征的点滴，日久却弥新。

江西省于都县段屋乡寒信村，
600多年历史的村庄，因为 85年前红
一军团一部在此集结出发、悲壮远征
而染上鲜红的底色。

和很多赣南村落一样，这抹红
色，也是英雄的血色。

与不少古老宗族村庄不同，寒信
村的祠堂里往往会放着两本族谱，一
本是记载寒信村开基祖寒信峡萧寿
六公系下 600 年开枝散叶的肖氏家
谱，另一本则是记录这个家族为革命
牺牲的 500 多名烈士的烈士谱，其中
参加长征及途中牺牲的烈士就有200
多人。

翻看肖氏家谱，感慨文明的延续；

捧读烈士谱，震撼牺牲之壮烈——
红军战士肖天华，1933 年在广昌驿
前牺牲，年仅 15 岁；肖香兰、肖起宝
等红军战士，在长征路上英勇就义，
牺牲时都只有 18 岁；红三军团七师
排长肖起赠，随部队北上先遣抗日
途中牺牲，年仅 17 岁……烈士谱中
的这些寒信村红军，牺牲时多数年
纪不到20岁。

在村庄里曲折前行，越过沟坎，
终究能到达村头，看见阳光灿烂、江
水奔流。

历史前进的路，虽有曲折，但心
怀信仰就能看到阳光、看到希望。

烈士已矣，寒信村如今生机勃勃。
寒信村的村民，无论男女老少，

都能生动地讲起那段红色历史。寒
信村党支部书记肖福春说，祖辈讲给
父辈听，父辈讲给孙辈听，那些红色
的、激昂的、壮烈的革命故事被一代

代传颂着，祖辈的红色基因也随之流
淌进血脉，传承至今。

烈士的名字写在烈士谱上，而他
们的精神则刻在人们的心上。

新中国成立后，寒信村的后辈
没有辜负先烈的流血牺牲，将长征
精神发扬光大，让红色基因不断传
承。近年来，寒信村涌现了有“老黄
牛”之称的模范人物肖飞、“感动中
国”2014 年度人物萧卿福等一大批
乡贤，为社会繁荣发展、人民生活幸
福作出了贡献。

萧卿福舍己为人、一心努力救治
麻风病人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我

年轻时便常听父辈讲述红色故事，红
军无私忘我、不畏困难的精神对我影
响十分深远。”他说，他所做的远不及
当年的红军，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
作。现在，哪里有病人需要他，他还
是会毫不犹豫地前往救治，初心从未
改变。

烈士谱和家谱始终放在一起。
族人们相信，是先辈的流血牺牲，换
来了他们如今的平静生活，烈士谱上
的那一个个名字，让家谱续写出一页
页幸福。

记者 刘羽佳
新华社南昌6月12日电

寒信村的两本族谱

记者再走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