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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月 17日电 在仰韶

文 化 发 现 和 中 国 现 代 考 古 学 诞 生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

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

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

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

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

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

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

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

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仰韶文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

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 17 日在河南省三门

峡市开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

局、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1921 年

10 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发掘，揭

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
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强调

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
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值此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

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

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100 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

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

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

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

要作用。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增强历史使命

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

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

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

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习近平

2021 年 10 月 17 日

（新华社北京10月 17日电）

贺 信

本可以在繁华都市过上安逸的退

休生活，他却到贫穷落后的乡村当起

了农民；本可以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

乐，他却带领乡亲开辟植树造林、脱贫

致富的“第二战场”。入党 56 年、从军

40 载，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

退休不褪色，把不变的初心写在雁北

大地上，成为正在深入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中的生动教材。

初 心 易 得 ，始 终 难 守 ；不 忘 初

心 ，方 得 始 终 。 在 部 队 工 作 时 ，张 连

印 爱 军 精 武 、备 战 谋 战 ，成 长 为 一 名

共 和 国 的 将 军 ；光 荣 退 休 后 ，吃 百 家

饭 、穿 百 家 衣 长 大 的 他 ，不 忘 组 织 的

培 养 之 恩 和 乡 亲 的 养 育 之 情 ，回 到

家乡种树 18 年，带动一方绿化，兴旺

一 方 经 济 ，造 福 一 方 群 众 ，用 爱 民 为

民 的 实 际 行 动 ，生 动 诠 释 了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我 将 无 我 、不 负 人 民 ”的 崇

高情怀。

践行初心，就不会迷失方向，就会

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担当使命，就不会

精 神 懈 怠 ，就 会 有 强 大 的 奋 斗 动 力 。

张连印在绿化荒山中，先后克服环境

恶劣、资金短缺、技术不足、设施落后、

罹患癌症等一个个困难，带领乡亲们

建苗圃、育树苗、修道路、挖沟渠、筑水

池、打机井、治水土，用实干勇闯难关，

用乐观笑对病魔，用自律保持清廉，表

现出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领导干

部应有的高风亮节、奋斗精神和公仆

情怀。“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

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

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张连印的感人事

迹告诉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共

产党员的终身课题，必须锲而不舍、常

抓不懈。

再过几天，就是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纪念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

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

征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我们这一代

人的长征。新的征程上，还有许多“雪

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依然需要精神

上的钙、血液中的火。只有不忘初心、

牢 记 使 命 、继 续 奋 斗 ，像 张 连 印 那 样

“永远都要吹响冲锋号”，才能不断夺

取新的胜利、创造新的荣光。

践行初心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

而 是 一 辈 子 的 事 。 全 军 官 兵 都 应 像

张 连 印 那 样 将 初 心 融 进 灵 魂 ，把 使

命 扛 在 肩 上 ，知 重 负 重 、苦 干 实 干 ，

永 葆 本 色 、砥 砺 奋 进 ，全 面 提 高 打 赢

能 力 ，全 面 履 行 新 时 代 军 队 使 命 任

务 ，始 终 做 党 和 人 民 完 全 可 以 信 赖

的英雄军队。

践行初心使命是一辈子的事
■本报评论员

本报北京 10月 17日电 记者安普

忠、王凌硕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消息，在顺利进驻空间站天和核

心 舱 后 ，北 京 时 间 2021 年 10 月 17 日 9

时 50 分，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成功开

启货物舱舱门，并顺利进入天舟三号货

运飞船；接下来，航天员乘组还将开启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货物舱舱门。后续，

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

相关工作。

神舟十三号航天员顺利进入天舟三号

江西赣州，于都河水滚滚向前，河岸

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在秋风中

巍然矗立，仿若一张巨大的船帆。

金秋十月，在红军长征胜利 85 周年

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火箭军某旅组织

官兵利用驻训时机，走进中央红军长征

出发地——江西于都，开展“长征起点悟

初心”主题党团日活动。

于都，在著名作家魏巍笔下，是“地

球上的红飘带”起点；在美国记者埃德

加·斯诺的眼中，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卷

首语……虽曾在书本上无数次神游过这

座赣南大地上的普通小城，可对于 95 后

大学生士兵肖云若而言，这还是他头一

次到访这个令他向往的地方。

“长征源”石刻、送别红军场景浮雕、

搭建渡河浮桥实景画、用一双双草鞋拼

成的中国地图……步入坐落在于都河畔

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一件件展

品映入肖云若的眼帘，生动再现着 80 多

年前那段关于“出发”的故事。

“1934 年 10 月，陷入重围的中央红

军 从 这 里 渡 河 ，自 此 踏 上 了 漫 漫 长 征

路。出发时，许多红军将士以为用不了

多久就能回到熟悉的红土地，然而许多

人再也没能踏上归途。”随着讲解员的讲

述，红军烈属钟招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

官兵——

钟招子生养了 10 个儿子，其中 8 人

参加红军。长征出发时，钟招子对他们

说：“一定要打胜仗，娘等你们回来。”从

那以后，她每天晚上都会在老屋门前点

起一盏马灯：“这样，儿子们回家时就能

看清路了。”

时间一天天、一年年过去，钟招子的

满头青丝变成了白发，眼睛也哭瞎了，但

她依然每天晚上点亮马灯。可直到去世

时，老人也没能等到一个儿子归来。

“长征出发时红军有 18.6 万人，到达

陕北的只有 3 万多人，于都县仅存姓名

的烈士就有 1 万多人，其中就包括钟招

子的 8 个儿子……”听着讲解员的讲述，

许多官兵的眼中涌出热泪。肖云若感叹

道：“虽不知何时是归期，也不知道终点

在哪里，可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的信

念始终坚如磐石！”

移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在红军长征路线图广场中央，官兵们架

起便携式投影仪，一堂名为“挽起信仰的

红飘带”的主题授课拉开序幕。

湘江、赤水、金沙江，岷山、苗岭、夹

金山……大屏幕上，以于都为发端，一条

红色飘带逐渐向前延伸。反映血战湘

江、飞夺泸定桥、激战腊子口等长征中著

名战役战斗的影视剧片段相继闪现。

“从于都河畔出发，中央红军长征

途中跨过 24 条大河、翻越 18 座大山，平

均每 3 天就要进行一次激战、每 300 米

就有一名官兵牺牲……”回顾长征历程，

不少官兵感慨道，正因为红军是一支有

理想信念的革命队伍，才能向死而生、无

往不胜。

飒飒秋风劲，于都秋水长。授课结

束后，官兵们来到长征第一渡——东门

渡口乘船参观。泛舟于都河，回望长征

路，官兵们豪情满怀。大家结合此行的

所见所闻展开热烈讨论。

“踏访长征起点，我更加认识到，伟

大长征精神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我们要像红军前辈那样，永远听党

指挥、忠诚于党”……一句句铿锵的话语

在河面回响。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

忙 。 星 夜 渡 过 于 都 河 ，古 陂 新 田 打 胜

仗。”傍晚时分，官兵们唱着这首脍炙人

口的《长征歌》，披着晚霞回到驻训地。

紧接着，一场实战化演练悄然展开。

“敌”卫星临空、遭核生化袭击、小股

“敌特”袭扰……演练中，各种特情接踵而

至，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走下战位，该旅

一级军士长王权海说：“在新的长征路上，

我们只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不畏艰险、勇

往直前，才能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金秋时节，火箭军某旅组织官兵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

又 见 于 都 秋 水 长
■本报实习记者 李佳豪 特约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温志晖

一 切 向 前
走，都不能忘记
走过的路。

85 年前，中
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
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
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震撼
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实现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
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
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
新的伟大进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担当。习主席指出：“今
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
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今天，党团结带领我们又踏上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从
今日起，本报推出“弘扬伟大长征精
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85周年”专栏，展现各部队
以多种形式追寻红军足迹、传承红色
基因的生动实践，激励广大官兵更加
自觉地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迈向强军
兴军新征程。

开 栏 的 话

一身沾着泥土的迷彩服，没有军

衔，没有标识，只有胸前一枚熠熠发光

的党员徽章。

一棵宝塔状的樟子松，五六米高，

18 层苍翠的枝丫，层层分明；18 节特有

的“年轮”，节节向上。

山西大同左云县张家场村的北梁

上 ，一 位 老 兵 望 着 他 种 下 的 树 ，满 眼

欣慰。

18 年，205 万株，1.8 万余亩。从一

片荒坡到一片林海，这是他的家乡，也

是他的“战场”。

绿染山丘，是河北省军区原副司

令员张连印，一位军龄 40 载、党龄 56

年的退休将军，对故土、对乡亲、对家

国最深的情意。

装在心里的一抔“连
根土”

“小苗带着连着根的土栽下去，成

活率才高，长得才好。就像咱们人一

样，得有根，走到哪里都不能忘本。”

今年暑期的一天，左云县东南小

学 学 生 来 到 清 风 林 教 育 基 地 苗 圃 参

观。基地创办人张连印左手举着一棵

樟子松幼苗，右手托着根部的泥土，对

这群“红领巾”说。

这是张连印回村植树造林收获的

经验，也是他 76 年执着人生的写照。

1964 年 2 月，村民们敲锣打鼓，送

骑 着 大 马 、戴 着 红 花 的 张 连 印 去 参

军。一个备尝艰辛的苦孩子，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光荣。

他 4 岁时父亲去世，6 岁时母亲改

嫁，13 岁时奶奶离世，16 岁时爷爷病

重，成绩优异的张连印初二时不得不

辍 学 回 村 。 他 干 过 木 匠 ，抬 过 轿 子 ，

“护秋”挣工分，编筐还欠债。

爷爷病逝后，张连印独自过活。那

时候，村里谁家日子都紧巴。看张连印

常常吃不饱，邻里总想办法匀碗饭给

他。村干部看他有文化、会珠算，脑子

灵、品行好，安排他当小队记工员，后来

又当大队会计和村民兵连指导员。

19 岁那年，张连印被村里推荐入

伍，圆了从军梦。

“你们给我戴红花，我把决心来表

达。到了部队听党话，党叫干啥就干

啥！”在左云县东街礼堂召开的欢送会

上，张连印代表新兵发言。

这个无数次在脑海中闪回、对无

数人讲述过的场景，对张连印来说，是

装在心里的一抔“连根土”。

“不当个好兵，对不起村里对我的

培养，对不起乡亲们对我的恩情，对不

起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

入伍第一年获评“五好战士”“技

术能手”，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干当

排长，第四年当副连长，第五年当指导

员，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省军区

副司令员，张连印在军营这片沃土扎

根拔节，一步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

乡亲们都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却

不这么认为：“我从小生在张家场村，

喝十里河的水、吃左云县的粮长大，在

部队 40 年，没有各级党组织、各级领导

的培养关心，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

我的今天。”

退休前一年，张连印回张家场村探

亲，看到很多乡亲住上了大瓦房，开上

了摩托车，可放眼望去四周几乎看不到

绿色，风沙还是拍得窗户“啪啪”作响。

“荒山秃岭和尚头，有河四季无水

流”。左云位于我国北方荒漠化土地

集中分布区，地处京津沙源风口，沙尘

暴危害严重，植树种草成活率低，生态

环境一直没有得到较大改善。

张连印登上村里的北梁，回想起

另一片山坡。

那一年，他在河北西柏坡参加植

树活动，满眼郁郁葱葱。一个强烈的

念头从心底涌起：什么时候，家乡的荒

坡才能变成这样的青山？

2003 年，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

岗位上退休后，张连印把 3 个儿女召集

起来，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我准备回

老家张家场村植树造林。”

树高千尺不忘根。“我是一名党员、

一个军人，退休后身体还行，做点社会

需要、家乡需要的事，是我的本分。”

将军解甲，落叶归根。

“图名图利，不是共产
党员”

张连印要回乡种树的消息传开，

张家场村炸开了锅。

“瞎弄！咱村的荒山，几十年就没

种活过树，你不要逞这个能，到时候后

悔也来不及。”堂弟张连茂找到张连印。

张连茂十几岁时，和张连印见过

村里老支书带着村民在荒山上种树。

“那时候，从老杨树上砍下树枝，截成

二尺半的枝条，斜插在树坑里，填土踩

实就行了。可那会儿大家肚子都吃不

饱，哪有心思去浇水伺候树？咱们这

儿又常年刮‘黄毛风’，树咋能活？”

很多村民都不理解。有人问张连

茂：“你那个大哥真有意思，当了那么多年

官，年纪大该享清福了，咋想起种树这麻

烦事？不种树咱们几辈辈不也过来了？”

回乡之初，还有人劝张连印，左云

产煤，投资办煤矿，挣钱不费力，或者

帮家乡招商引资，给企业当个顾问，发

挥发挥余热。

“回村植树苦是苦点，但比当年条

件好多了。花自己的钱，出自己的力，

绿化荒山、回报家乡，我心里踏实。”张

连印说。

盖房、建苗圃、打井、修渠，他和妻

子王秀兰带来的 30 万元积蓄很快花光

了。找亲戚、求朋友，他多方筹措，3 个

子女也拿出积蓄凑钱给他。

“投入这么多，肯定是等树长大了

赚钱。”面对有些乡亲私下里的议论，张

连印没有过多解释。他与乡村两级签

订了造林绿化合同，作出承诺：“不要林

权，不要地权，退耕还林的补助全部交

给村民，生态建设成果无偿交还集体。”

张连印找到山西省林业设计勘察

院现地勘查，制订了《张家场生态园林

村建设总体规划》，计划通过人工造林、

道路绿化等使全村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有了“作战计划”，张连印既是指

挥员，也是战斗员。

“他哪像个将军？天天和我们干同

样的活，一身迷彩服灰扑扑的，耳朵、嘴

里都是沙子，脸晒得黑吹得红。抱树苗

上山，我们抱两棵，他抱三棵。浇完地，

他的胶鞋和衣服也是湿的。”和许多村

民一样，胡万金被张连印和他的妻子深

深感动，“嫂子和他一样，干完活满头大

汗，嘴上风吹得裂口子，比农村媳妇还

能干。怪不得两个人能成一家子。”

树栽活了，山坡绿了，人心暖了。

2005 年，乡亲们自发捐款，在张连印植

树的山坡上建起一座凉亭，准备立一

块刻有“将军台”的石碑。张连印得知

后坚决推辞：“这些年，乡亲们都在种

树，我回来就是加入这个行列，事干了

是大家的成绩。”在他的坚持下，石碑

上的内容改为“张家场乡万亩小流域

综合治理工程纪念碑”。

然而，乡亲们至今仍把这座亭子

称作“将军台”。

风 沙 少 了 ，飞 鸟 多 了 ，黄 羊 回 来

了。“老将军的足迹遍布左云大地，各

个乡镇都有他的植树点。全县林木覆

盖率自 2003 年以来增长了 6.43%，他的

个人贡献率就达 1.5%。”左云县委组织

部 副 部 长 兼 老 干 部 局 局 长 池 恒 广 介

绍，张连印带领乡亲植树造林的事迹

在华北大地广为流传。许多党政机关

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和中小学师生

慕名而来，邀请张连印作报告。尽管

种树忙，但他有求必应。

如 今 ，很 多 人 劝 张 连 印 ，树 也 种

了，山也绿了，名也有了，也该歇歇、养

养身体了。张连印却始终没有停下植

树造林的脚步。

（下转第三版）

上图：扛起铁锹，张连印走向他为

之奋斗了 18年的“战场”。

本报记者 宋 雯摄

红 色 初 心
—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退休植树造林纪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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