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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榜样风采

FENDOUBAINIANLU QIHANGXINZHENGCHENG窑月粤晕郧再粤晕郧云耘晕郧悦粤陨

对党的同龄人、“七一勋章”获得

者瞿独伊来说，《国际歌》是独一无二

的传家记忆。

一个世纪前，她的父亲、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在求取革命火种

的道路上第一次聆听这首歌，而后翻

译中文歌词并配曲谱刊登在由他主编

的《新青年》复刊号上。

痛别父亲的 86 年间，瞿独伊曾

一次次唱起这首歌———“英特纳雄耐

尔就一定要实现……”百岁老人言语

不多，依然能用俄语唱起这一句。

生死考验“不用考虑”
“小小的蓓蕾，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几乎不淹没光明。”

———节选自瞿秋白 1929 年给女

儿的小诗

人可以为信仰牺牲到什么程度？

瞿秋白以 36 岁的生命写就答案。瞿

独伊在参加革命工作 85年、入党 75

年的岁月中续写着答卷。

1935 年 6 月 18 日，福建长汀中

山公园凉亭前，瞿秋白神色泰然，留下

生命最后的定格。之后，他唱着《国际

歌》从容不迫走向刑场。那一年，瞿独

伊 14 岁，偶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

得悉噩耗，哭出病来。

当时，她已与父亲瞿秋白、母亲杨

之华阔别五载。革命伴侣“秋之白华”

回到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开展党的工

作，不得不把女儿留在苏联儿童院，归

国前甚至没有透露行踪，行至柏林时

给女儿寄去一张印有鲜花的明信片。

“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

一个是我的父亲？”在新华社 2016年

微电影《红色气质》中，老人摩挲着影

册说。

“总想为大家开辟一条光明的路”

直至甘洒热血的先烈，何尝不是唤女

儿“亲独伊”、为女儿写小诗、因女儿学

会写信而欣然的父亲？

1941 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根据组

织上的决定，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等

在苏联工作的同志启程经新疆回国。

1942 年，当地军阀盛世才投向国民

党，软禁、逮捕了包括她们母女在内中

共在疆人员及家属 150余人。

深陷囹圄 4年多，瞿独伊与同志

们一道，沉痛悼念这期间舍生取义的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与敌

人开展坚决斗争，做好长期坐牢准备。

艰难时刻，她向党组织表达了坚定的

入党决心。

国共重庆谈判后，我党积极斡旋

营救之际，国民党抓紧审讯，想诱降或

逼迫一些人脱党。档案上记录了一次

审讯瞿独伊的片段：

敌人问：“你还是拥护共产党、替

她辩护吗？你需要考虑现在是生死两

条路。”

瞿独伊答：“我始终信仰共产主

义，不用考虑，我已经谈过，共产党是

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我就是要

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而奋

斗，死了也是光荣的。”

“不用考虑！”这是瞿独伊的答案，

也是她对父辈、对先烈、对战友的呼

应。

1946 年集体获救抵达延安后，

瞿独伊与其他 3名获救战友一起宣誓

入党。70年后，当时 95岁高龄的瞿独

伊仍能对记者脱口而出两位入党介绍

人的名字。

向世界播报新中国喜讯
“阴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间，忽然

放出一线微细的光明来了。”

———节选自瞿秋白《饿乡纪程》

瞿独伊的职业生涯与父辈有着惊

人契合。

一个世纪前，瞿秋白以特派记者

身份首次远赴莫斯科，记录时代、探寻

真理。两年间，他深入调研并发回了大

量系统阐述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经

济、文化、外交、党的建设等情况的珍

贵文字。

回到延安后，瞿独伊与在新疆期

间相知相爱结成伴侣的李何一同被分

配到新华社工作。1949 年 10月 1日

是她“永生难忘”的一天。在父亲牺牲

14年后，她替父亲见证了他曾为着劳

苦大众深切热盼的“光明”。

据瞿独伊 1999 年撰写的回忆文

章，当天她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担

任翻译，参加了开国大典观礼，位于西

观礼台靠近城楼的一侧，能清楚地看

到毛主席。“最激动人心的是毛主席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成立了！那个高兴劲儿是无法用语

言来表达的。”

典礼还在进行中，廖承志找到她，

急切地说：“独伊，快到广播电台去，用

俄语广播毛主席的宣言。”乘车赶到电

台后，她用留声机录音，录了一遍不满

意，又录了第二遍。就这样，瞿独伊成

为第一个向世界播报新中国成立喜讯

的记者。

瞿独伊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最

早亲历者和记录者。

1950年 3 月，瞿独伊与李何被任

命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到莫斯

科建立新华社记者站。当时，除了外交

官，他们是最早一批代表新中国走向

世界的中国人。

赴莫斯科途中，他们就满腔热情

投入工作。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

代表选举，列车上也设有投票箱，他们

立即采访了旅客，发回第一篇报道。

在莫斯科期间，二人身兼数职，既

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

打字员、翻译。瞿独伊精通俄文，爱人

李何则是“大笔杆子”，两人一俄一中

亲密搭档，采写了大量报道。她还为使

馆和国内代表团做了大量翻译工作，

包括为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担任翻

译。

艰苦忙碌的驻外工作中，他们采

写的各类报道在国内获得广泛采用。

新华社专门去信表扬：“稿件详尽、切

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

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

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

的。”

让老人欣慰的是，71 年后的今

天，新华社作为世界性通讯社，已在全

球 180 多个国家及地区设有派驻机

构———而这只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

创造“奇迹式发展”的一个缩影。

瞿独伊参加新中国成立 50 周年

国庆大典后感慨道，国家经济建设飞

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世界和

平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我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

信心。”

赓续红色血脉
“……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

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节选自瞿秋白《儿时》

信仰不是生来铸就。

1928 年，瞿独伊随母亲冒险掩护

代表们通过边境，赴莫斯科参加中共

六大。会间休息，她为代表们边唱边跳

《暖和的太阳》。不到 7岁的她懵懂地

知道：“共产党是为人民做好事的人。”

她 25 岁在延安宣誓入党那一刻

“更深刻地理解，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

生”。

她 95岁时，给采访她的新华社年

轻记者上了一堂朴实无华又直抵心灵

的“党课”，寄语年轻一代：“要真正对

共产主义事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什

么叫共产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建立共

产党的领导？为什么只有共产党能领

导中国？”

“中国共产党 100 岁了，我也

100岁了。”今年“七一”前夕，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老人极缓慢地说着。

如果她能像以往那样自如表达，

会怎样谈及“七一勋章”这份荣誉？瞿

独伊的女儿李晓云说，相信母亲会强

调这不是给她一个人的荣誉，而是给

所有坚守信仰、共同奋斗的战友和同

仁的集体褒奖。

李晓云从小就从长辈口中知晓瞿

秋白和很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他们的

名字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瞿秋白

为了信仰而牺牲，杨之华一辈子为党

工作，从我的母亲到我，受到的都是潜

移默化的影响。”

共产党是谁？

三十而立的瞿秋白在给妻子杨之

华的信里称之为“娘家的人”。

期颐之年的瞿独伊曾说“党就像

自己的家一样”。

共产主义是什么？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伟大的理
想。”瞿秋白就义前的呼声言犹在耳。

“是什么？我问你，你回答。”瞿独

伊面带微笑将这个问题提给年轻人。

少顷，她给出心中答案：“这是共同的

理想。” 据新华社

社区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承

载着群众的衣食住行乐；是社会治理

的基本单元，肩负着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重任。社区工作不仅牵系着居民

的幸福指数，更体现着一座城市的“温

度”。

怎样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

赤峰市翁牛特旗以党建引领，探索社

区治理精细化路径，增强居民群众的

幸福感。

扩权赋能
惠民政策有成效

一个小社区如何协调“大单位”？

翁牛特旗通过组建党建联合体，把行

业部门、职能单位以成员党组织的形

式纳入党建联合体组织架构，搭建联

合党日、轮值例会等多个平台，引导成

员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同时，出

台党建联合体考评细则，发挥社区党

组织在党建联合体中的综合协调、考

核监督等职能。

像这样的党建联合体，翁牛特旗

共有 24 个。通过党建联合体与社区

治理的深度嵌套，社区党组织与成员

党组织的密切配合，推动行政审批、市

场监管等 30 余项公共事务办理直达

社区，实现了“一站通办”，提升了社区

服务综合效能。

网格治理
党群服务有温度
“A8、A10 楼上又被贴了小广告，

需要清理。”王阿姨看到“辖区居民意

见簿”上的这条建议，马上投入到工作

中。

王阿姨是玉龙社区的一名兼职网

格员，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蓝马甲”。

除了给儿女带带孩子，王阿姨每天都

会去网格党群服务站，看看“辖区居民

意见簿”上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上报

给社区党组织后，开始例行巡查。

翁牛特旗以党建引领网格治理，

整合政法、消防、综治等治理资源，组

建社区网格 209 个，实现基层网格

“一网统管”。同步建立网格党群服务

站，形成了以旗党群服务中心为主轴，

链接 25 个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辐射

209 个党群服务站的“1+25+209”党

群服务体系。网格员通过网格党群服

务站收集居民需求，社区党组织通过

党群服务体系凝聚治理力量，实现了

“人在格中走、事在网中办”，社区居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提升。

红色物业
多元治理有方法
全宁街道河南社区现有 4160 户

1.12 万口人。让社区居民住得安心、

舒心，不仅是社区党组织牵挂的事，也

是润城物业党支部当下最要紧的事。

润城物业党支部通过社区党组织

班子与物业公司管理班子“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实现了社区党组织、居委

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四方共议”。物

业公司党支部同社区党组织一道，对

社区居民进行了全覆盖走访，梳理归

纳意见建议 510 余条。针对“合理利

用空闲土地”的建议，润城物业党支部

带领支部党员、“双报到”干部对社区

空闲土地进行平整，划分 156 个小菜

园，免费给社区居民使用，赢得了社区

居民的一致好评。

润城物业党支部的组建，正是翁

牛特旗在全旗开展“红色物业”创建行

动的一个缩影。通过党建引领物业企

业，一大批物业管理人员向党组织递

交了入党申请书。物业公司党组织搭

建亮明身份、靠前服务、重点攻关等活

动载体，更是有效地拉进了社区、物业

和居民的距离，让老百姓得到了实实

在在的实惠。

“社区居民和小区物业的矛盾问

题一直是社区治理的‘老大难’，通过

创建‘红色物业’，以党组织统筹社区、

居民、物业多方联动，有效解决了这一

难题。”全宁街道党工委书记陈飞虎介

绍说。

乔天昊

走进兴安盟突泉县学田乡胜

利村村民刘金成家，他正在给牛准

备草料。看着整洁牛舍里的 7头健

壮的安格斯牛，刘金成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

曾经，由于耕地少，刘金成一

家每年收入并不高。2020年，他在

村党支部书记李金鑫的带领下，通

过“牧业再造突泉”政策，贷款买了

6头安格斯牛，现在已经发展到 12

头牛，前几天卖了 6头牛赚了 6万

元，用赚来的钱盖了 60平方米牛

舍，修缮了房屋，生活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由于我缺乏养殖技术，牛好

几次喂养不当差点死掉。村党支部

书记了解情况后，多次到我家给我

培训怎么进行肉牛品种改良、肉牛

标准化饲养管理、种草养畜等养殖

技术。有了技术支持，再加上我自

己肯干，牛养得越来越好。我明年

准备继续扩大规模，希望生活再上

一个台阶。”刘金成说。村民刘金成

说的书记，就是学田乡胜利村党支

部书记李金鑫。

胜利村全村 300 多户常住人

口，最多时竟有 150 多户外出打

工。为了让村民不再东奔西走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他一直在为全村

寻找致富路。在突泉县实施“牧业

再造突泉”工程后，李金鑫有了目

标，决定带领村民一起养殖肉牛。

2019 年初李金鑫贷款买了 9

头牛，一边摸索养牛经验，一边动

员村民跟着他一起养殖。天一亮，

他就起床为牛饮水、添草，如同照

顾孩子一样照顾他的牛。经过一年

多的发展，他家的牛从开始的 9头

发展到 16头，2020 年初卖了 7头

牛挣了 8万元，用挣来的钱扩建了

300 平方米的牛舍，很多村民看到

了李金鑫养牛的收益，都开始跟着

他养牛。

“2020 年春，通过‘牧业再造

突泉’政策，我带领村‘两委’还有

39 户老百姓开始养殖黑安格斯

牛。通过一年的养殖，效益很明显。

今后我要带领全村老百姓多养牛，

扩大规模，让每个老百姓都过上好

日子。”李金鑫说。

目前，在李金鑫的带领下，胜

利村肉牛养殖户从开始的 4 户发

展到 106户，全村养殖肉牛头数从

开始的 40 头发展到 717 头，随着

牛的头数的增长，村民的腰包也鼓

了起来。 胡日查 高敏娜 王昊宇

想去太空或许还很遥远，但对

于呼伦贝尔扎兰屯市市民来说吃

上“太空果蔬”已经实现。这是因为

扎兰屯市有了首家与中国航天神

州绿鹏集团对接的“太空果蔬”种

植基地。眼下，在扎兰屯市达斡尔

民族乡满都红果蔬种植合作社绿

色蔬菜种植基地，曾搭乘航天飞行

器遨游太空由“航天育种”的“神奇

太空果蔬”，现已进入挂果采摘期，

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走进达斡尔民族乡满都村满

都红果蔬种植合作社绿色蔬菜种

植基地，一片翠绿映入眼帘，航天

育种的黄瓜、香瓜、番茄、紫色油

菜、芽苗菜等“太空”蔬菜瓜果竞相

争艳，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观赏采

摘，扎兰屯市市民刘秀英第一次听

说“太空”蔬菜瓜果，特意和家人一

起来观赏游玩，她们手提果篮，一

边采摘，一边品尝，亲身体验“太空

果蔬”的科技优势。刘秀英告诉记

者：“今天我约了朋友还有家人过

来体验自己采摘航天育种的太空

果蔬，我们都特别好奇，感觉很有

意思。自己亲手采摘的吃也特别

甜，这的蔬菜水果都是纯绿色的，

回去我一定和亲朋好友大力宣传

这一高科技种植产品。”

2012 年，扎兰屯市达斡尔满

都红合作社理事长徐继霞通过呼

伦贝尔市科协组织的培训了解到

产量高、品种好的“太空育种”，便

有了种植的想法。据徐继霞介绍，

“太空蔬菜的种子真的上过太空，

通过航天育种培育出来的‘太空蔬

菜’因为没有外源性基因的介入不

属于转基因产物，它所包含的维生

素是一般菜品的 3到 17倍。”在扎

兰屯市科协和农科局等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满都红合作社开始与中

国航天神州绿鹏集团、深圳农科院

合作开展太空蔬菜在高寒地区种

植试验示范。经过几年的努力，取

得了可喜的技术成果，为北方太空

蔬菜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奠定了重

要基础。

徐继霞告诉记者：“深圳农科

集团将陆地的种子通过国家火箭

发射带到太空，回到地面经过试种

成功后，我们于 2012 年开始引进

太空果蔬，经过几年的试种，我们

发现‘太空果蔬’适应环境能力、抗

病毒能力都特别强，结果率普遍要

高于普通的蔬菜，市民反馈口感特

别好，目前，基地航空育种的瓜类

已经达到 16种。”

几年来，扎兰屯市达斡尔满都

红合作社绿色蔬菜种植基地成功

引进航丰 1 号黄瓜菜等蔬菜瓜果

新品种在周边进行推广，辐射带动

周边 30 多个蔬菜种植专业户，推

广栽培面积 1000 多亩。采取“绿

色蔬菜协会 + 合作社 + 专业户”

发展模式，年产蔬菜 1000 多吨，

采取“田园直购、农超对接”等方

式，把太空椒、太空黄瓜、太空番

茄、芽苗菜等蔬菜产品销往扎兰屯

市区、阿荣旗等城区，实现产业收

入 100 多万元，同时解决 20 多个

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人均增加劳

务收入 20000 元以上，新品种的

引进，特别是“太空果蔬”的种植，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科普示范基

地的作用。

靳黛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党的同龄人瞿独伊：传承红色气质

翁牛特旗：精细化治理添彩居民幸福生活

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养牛
过上“牛日子”

李金鑫在给牛喂草料

扎兰屯“太空果蔬”上市
丰富了市民的“菜篮子”

达斡尔民族乡满都红果蔬合作社的理事长徐继霞给游客介绍“太空

蔬菜瓜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