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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泸定春意盎然，纪念碑

前庄严肃穆，二十二勇士“矗立”

两旁……4 月 16 日，红色泸定桥

干部学院首批学员，四川省、甘孜

州各界领导、代表共200余人徐徐

走进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广

场，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举拳宣

誓重温入党誓词，接受红色洗礼，

强化党性修养。 （B1版）

弘扬长征精神
筑牢信仰之基

旅行途中的自然风光、人文

历史、民俗风情，是最为生动的学

习课程。与此同时，旅行也如同一

面镜子，于举手投足间映射着旅

行者内心的道德修养。倡导文明

旅游，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

社会和谐、形成良好社会风尚的

有效途径；创建文明和谐的旅游

环境，也是每位游客和旅游业共

同的责任。 （B4版）

文明是更美的风景线

本期
导读

一位70年党龄老党员的愿望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李尚维 罗园

农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在北京召开
部署近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4 月 13 日，农家书屋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宣部副部

长梁言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主

要任务是推动十部门印发的《农家

书屋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效能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落

实，成立农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部

署近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推动农家

书屋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深化服务，

开创新时代农家书屋工作新局面。

梁言顺充分肯定了农家书屋工

作取得的显著成绩。近些年来，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家书屋实现

了从单纯由新闻出版行业运维、管理

向与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相融相谐、共

建共享的重要转变，从单纯依靠政府

事业投入向政府主导、各界参与、农

民自主管理的现代农村公共文化服

务运行机制的重要转变，从较为单纯

的出版物供给向丰富多彩、质高价廉

的文化服务项目建设的重要转变，从

书籍阅读场所建设向搭建农村思想

文化高地的重要转变。

梁言顺提出，加强农家书屋工

作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农村落地生根的

重要举措，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必然要求，是满足农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

容，是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的有力抓手。今年农家书屋工作

的重点是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这条主线，进一步巩固农村文

化阵地，大力推动共建共享，积极开

展主题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着力

选好书、配好书，探索网络化发展、

数字化阅读的有效路径。各地宣传

部门要抓紧制定工作方案，成立省

级农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会同财

政部门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农

家书屋工作队伍，为做好农家书屋

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凯

主持会议。中宣部相关单位及中央

文明办、教育部、财政部、农业农村

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等农家

书屋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代表就

《实施方案》落实进行发言。吉林省

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湖南省

委宣传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作会议交流。中宣部相关

司局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中国

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各省（区、市）党

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以及农家书屋

职能处室负责人、中央有关出版单

位负责人和各省（区、市）新华发行

集团负责人参会。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奋斗新时代0 年壮丽
——文明的印记

国家医保局日

前发布《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监管条例

（征求意见稿）》，征

求意见稿对医保基

金监管机构、形式、

内容、法律责任等

进行了明确，在监

管方式中引入信用

管理，情节严重的

违法违规行为将被

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

征求意见稿提

出，将实行联合监

管，可以聘请符合条

件的第三方机构进

行调查、审计或协助

调查。在监管方式上

引入信用管理、信息

报告、飞行检查、智

能监控、举报奖励等

办法。开展参保人员

及医疗救助对象满

意度调查、引入第三

方评估、聘请社会监

督员、加强定点医药

机构行业自律等方

式，鼓励社会各方参

与医疗保障监督。

按照该征求意

见稿，欺诈骗保违

法违规行为不仅面临解除服务协议、

罚款、解除医（药）师服务资格、吊销

执业（经营）许可证、追究刑事责任，

还将可能被列入社会信用“黑名单”，

进行联合惩戒，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征求意见

稿提出，对违法违规情节严重的单位

和个人，可以给予公开曝光、纳入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等惩戒措施。

“对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

主体，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和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实施联合惩戒。”

（据《人民日报》）

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中

年再到老年，车盛寅见证了中国

走出水深火热、走向繁荣的历

程。1986 年离休后，车盛寅就在

太平镇上帮老伴看店。参观长征

纪念馆的游客常常在车盛寅店

门前的休息站歇脚。“去的人就

问：‘纪念馆在哪里？里面有什

么？’回来的人就讲收获。”车盛

寅回忆。其中，有些参观回来的

人不相信红军事迹，这引起了车

盛寅的注意，每每听到他都忍不

住驳斥。后来车盛寅干脆腾出一

间屋子，取名红色见证馆，泡茶

免费招待游客，向他们讲述自己

接触过的红军。“我要用‘活’的

历史去纠正人们对红军的误解，

把红军精神传承下去。”

这一坚持就是 33年，车盛寅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吃

水不忘掘井人。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我们

要缅怀要尊敬，感恩老一辈人的

付出和牺牲，记住苦难才能不忘

初心。”

“我们这一代人见过从前的

样子，再对比现在的样子，体会最

深。”说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车盛

寅激动不已。从到处打仗到和平

安稳，从只能走山路到开通高速，

从点油灯到村村通电，从只有小

学到既有中学还有大学，从只能

寄信到一个电话就能沟通，从有

口饭吃的简单要求到向全面小康

生活迈进……新中国成立近 70

年来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车

盛寅更加感恩：“如果不是共产

党，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家生

活不下去，也供不起孩子读书，孩

子们也不会有好出路。”

91 岁那年，车盛寅作了一首

打油诗：“白发苍苍年逾九，头脑

清醒话初心。红军故事天天讲，缅

怀润之掘井人……感恩不忘共产

党，永远跟党一条心。”他最大的

愿望，是把红军故事讲到100岁。

“多活一年，就能给更多人讲红军

故事，让更多人了解红军。”车盛

寅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是

共产党员，只要我头脑清醒，说话

清楚，我就会讲下去。把过去的事

情与现在结合起来，把我知道的

红军事迹传承下去，就是有意义

的事。”

新闻提示：
1935年春，9岁的车盛寅亲眼看到红军经过自己的家乡——

那些衣衫单薄、甚至没穿鞋的红军战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这些战士纪律严明，与百姓亲如一家。也是那一年，这位
少年心中悄悄埋下了红色火种。从那以后，车盛寅见证了红军
长征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及祖国走向繁荣富强。在红军精神的
影响下，离休后三十多年来，车盛寅坚持讲述红军故事。

一提到红军故事，已过耄耋

之年的车盛寅就格外精神。1935

年，红军“一渡赤水”后进入了太

平镇。在红军抵达之前，太平镇

就流传着“红军要杀人”的谣言，

不明真相的乡亲们吓得外出躲

避。车盛寅的父亲在太平镇开了

一家烤饼店，由于父亲腿脚不

便 ，车 家 没 有 跟 着 大 家 外 出

躲避。

“红军到了镇上，就开始挨

家挨户轻轻地敲门，告知乡亲们

‘红军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队

伍’。到了我们家，父亲抱着怀疑

的态度开了门，我们见到的红军

战士衣衫单薄，有的甚至没有穿

鞋子，但即便是这样，他们看到

屋里的饼子，没有抢也没有开口

要。”车盛寅回忆。红军战士看到

年幼的车盛寅，还招呼他过去交

谈，态度非常友善。这让车盛寅

的父亲松了一口气。“后来有两

位红军战士来买饼，一共买了四

个，给了我们苏维埃票，还告诉

我们，‘这个票是红军用的钱，你

们拿这个票可以去红军临时银

行兑换当地能够用的银元。’”车

盛寅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

红军战士离开后，车盛寅的父亲

赶紧让车盛寅拿着苏维埃票去

红军说的临时银行兑换，车盛寅

换回了银元，这让车盛寅的父亲

很感动。

下午，红军战士提着桶，在

车盛寅家对面的墙上写标语：

“红军是干人（穷人）的队伍，帮

助干人打土豪分田地。”车盛寅

在自家门前站着看，红军战士转

头对他招手：“小朋友，你过来，

你认得不？”“会一些，认不完。”

车盛寅回答。于是红军战士就教

车盛寅认标语。车盛寅跟着写标

语的红军战士在镇上转了一下

午，其间没有了墨水，他还帮忙

从自己家的锅底刮黑灰调制墨

汁，帮红军解决了问题。

与红军接触久了，乡亲们慢

慢打消了之前的顾虑。车盛寅回

忆：“红军搭浮桥时，河两岸的群

众都来帮忙，我还看到有的乡亲

拆门板送去。”红军的艰苦朴素

和斗争精神深深地印在车盛寅

的脑海中，红色火种在他心中慢

慢生根发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也是车盛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

70个年头，重温那些激情燃烧的

岁月，车盛寅有说不完的话。

当年红军离开后，在太平镇

当地秘密建起了地下党组织，并

不断发展地下党员。1946 年，20

岁的车盛寅成为了太平中心小学

的一名教师。这一年，一心追求真

理、心中带着红色火种的他参加

了革命，在经过长达三年的考验

后，车盛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

员。1949 年，车盛寅加入中共地

下党组织古蔺西区女中支部，为

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古蔺县解放后，车盛寅到党

组织报到，在分配去向时，他选择

留下建设家乡：“古蔺太穷了，吃

不饱穿不暖的群众还有很多，需

要人留守。”车盛寅被分配到古蔺

县生产救灾委员会，其后，不论生

产救灾委员会几经变迁，他一直

辗转基层，其间几次有机会调任

县里，他都拒绝了，直到 1986 年

离休。在车盛寅看来，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就要带头作贡献，要和基

层群众同甘共苦。

解放后，古蔺县城边建了第

一个电站，发电量只够政府办公

用电。1977 年，为解决群众的用

电问题，古蔺决定抽调骨干修建

长征电站。主持修建长征电站的

活儿落到了车盛寅肩上。选好厂

址后，车盛寅带头在马路边用木

棍、绳子、泥巴等搭起简易的工棚

并住了下来，照明都是用火把，只

有工程师和财务员工作时才能用

手电筒照明。“起床就上班，睡觉

就是下班，吃饭都在工作”是当时

的工作常态。除了协调修建事宜，

车盛寅主要从事财会工作。此外，

车盛寅还会和民工一起挑土、抬

石头。长征电站离车盛寅的家有

五六十里山路，来回要耽搁很长

时间，于是在修建长征电站的 4

年里，车盛寅很少回家。“作为工

作骨干，哪里艰苦哪里派，共产党

员还要带头干。”车盛寅如是说。

直到1986年离休，车盛寅共组

织并参与修建了七个铁厂、两个煤

厂、两个水电站、一个火电厂。这期

间，打地铺、睡寺庙、住祠堂，翻山越

岭、辗转大山，车盛寅从未退缩。

坚守
70年党龄与祖国同岁

3 月上旬，记者来到车盛寅

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的家中时，

93 岁的车盛寅正和女儿车世贤

在商量回太平镇的事。由于年事

已高，近两年车盛寅都会到市区

过冬，等来年天气变暖，又回到

古 蔺 县 太 平 镇 继 续 讲 述 红 军

故事。

缘起
几张苏维埃票埋下的红色火种

感恩
“吃水不忘掘井人”

车盛寅为孩子们讲述红军故事车盛寅为孩子们讲述红军故事

车盛寅的红色见证馆车盛寅的红色见证馆

德阳，这座既有冠绝西部的

儒家文化载体，又有中国二十四

孝道德渊薮平台的城市，正吸引

着越来越多人的目光。在这里，众

多志愿服务品牌呈现“百花齐放”

的新局面，不断汇聚的爱心正以

多种形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涌

现，播撒善意，传递文明，成为德

阳最温暖的底色。 （A4版）

文明德阳的温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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