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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坚定何惧路漫长
———在长征胜利会师地的回望

“是什么力量可以让红军用
脚走完两万五千里的路程？”在红
军会宁会师旧址前， 管委会主任
杜永胜和３５名讲解员每天都要回
答参观者这样的提问。８０年前，红
军三大主力在这里胜利会师。

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初， 国民党
向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
“围剿”， 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
反 “围剿” 失败后， 党和红军面
临生死存亡考验 。 在这紧急关
头 ， 党领导红军战略转移 。 从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红军
第一、 第二、 第四方面军和第二
十五军先后进行长征。

在长征途中， 红军突破乌江
天险 、 强渡大渡河 、 飞夺泸定
桥、 爬雪山过草地， 突破层层封
锁， 粉碎了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
截， 纵横１０余省份， 最远的行程
２５０００里， 最后胜利到达陕甘宁
地区， 红军主力部队会师。

“如果没有持久坚定的信念，
没有战胜一切困难的意志， 没有
随时准备牺牲的勇敢， 没有人能
走完这么漫长的路程。 而有了坚
定的信念和意志， 人就可以超越
身体的极限。” 杜永胜相信： 长

征路上的红军将士有为民族独立
和人民解放勇于牺牲、 敢于胜利
的坚定信念。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 红军胜利大会
师前后， 国民党仍然重兵围堵红
军主力。 在会宁地区， 红军和国
民党军共进行过６次大的战斗 ，
其中打得最惨烈的一仗是大墩梁
阻击战。 悲壮惨烈的血战整整持
续了２天， 红军伤亡８８７人， 完成
了阻击敌人的任务， 掩护了主力
部队安全转移， 为红军北进陕北
赢得了时间。

在会宁县， 不管是幼儿园，
还是小学、 初中一直到高中， 学
生们的 “开学第一课” 都要来到
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前， 重温长征
故事 ， 学习长征精神 。 “苦不
苦， 想想红军两万五”， 这句直
观体现长征精神的话语， 仍然在
激励着今天的会宁学子。 尽管会
宁至今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但
却是西北的教育大县和 “高考状
元县”， 而这一教育发展成绩常
归结为向红军长征学习的 “三
苦” 精神———“学生苦学， 家长
苦供， 教师苦教”。

“长征精神过时了吗？” 有参

观者向杜永胜问道。 他坚定地回
答道： “不会！ 现在不会， 将来
也不会。”

现在， 许许多多的党员群众
仍然从长征中汲取 “精神营养”。
在过去几年间， 红军会宁会师旧
址每年都要接待上百万人次的参
观者。 而今年恰逢建党９５周年和
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 参观者尤
其多， 每天都在１万人以上。 一
位企业管理者听完杜永胜 “长征
精神” 的讲课后感慨地说： “坚
定信念、 艰苦奋斗、 团结一致、
敢于胜利， 这不也是企业成长所
需要的吗？！”

“现在， 不管是脱贫奔小康，
还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梦
想， 不都是新的长征吗？” 杜永
胜说， 我们信念坚定又何惧路漫
长…… 据新华社

藏北草原， 天幕暗垂， 紧压
着大地 。 ４３岁的松江斜倚着房
门， 远望天际， 说自己想念一个
人。

“７年了， 还是忘不了。” 松
江躬身轻抚膝前玩闹的孩子———
“谢党” 和 “谢军”， 说当年怀双
胞胎的时候， 难产危及性命， 是
“菩萨门巴” 在雪地里安排手术，
帮她捡回三条命。

松江家在西藏北部的聂荣
县。 她口中的 “菩萨门巴” （藏
语指菩萨一样的好医生）， 是西
藏军区总医院原院长李素芝少将
带领的巡诊队。

在藏行医数十载， 齐鲁汉子
李素芝翻雪山 、 趟冰河 、 战高
反， 借 “佛心鬼手”， 在藏族病
患心中埋下一朵朵暖心的火种。

上世纪７０年代， 风华正茂的
李素芝从第二军医大学毕业， 进
入上海长海医院工作。 一天， 他
从一名来沪就医的西藏边防战士
那里得知， 藏地偏远苦寒， 病魔
猖狂作祟， 说要命就要命。

战士的一番倾诉， 似一枚石
子， 击打李素芝的心。 他忆起父
辈背井离乡、 抗日救亡的烽火往
事， 内心涟漪难复。

于是， 进藏。 顾不上片刻多
想， 只一身行囊， 和留给父母的
一句话———“爱党爱国爱人民”。

在海拔４５００多米的基层卫生
队， 高原反应如影随形， 呼吸艰
难、 头痛欲裂是常事。

“军人为祖国活， 医生为病
人活。 我作为军医， 没有犹豫的
余地。” 初心指引， 李素芝甩开
膀子， 抵抗病魔作难， 潜心攻克
高原病诊疗难关。

日复一日 。 苦寒 ， 不曾退
去。 信念， 也没少一分。

后来， 一次针对西藏农牧区
的病例普查和病源调查， 让他本
就忙碌的心再次揪作一团———高

原先心病发病率是内地的２至３
倍， 多发生于胎儿缺氧引起的发
育不良和先天缺陷。

一面揪心难抑， 一面固执到
底。 李素芝力排众议， 开启长达
２０年的医疗攻坚。 数百次实验，
屡败屡战， 终于打破 “海拔３５００
米以上不能进行心脏不停跳心内
直视手术” 的断言。

科研成功， 是回报老百姓的
时候了———行走高原 ， 定期巡
诊， 悬壶济世。 李素芝， 把爱镌
刻在西藏人民的心坎上。

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 海拔
５０００多米的库拉山上 ， 雪虐风
饕， 气温低至零下３０摄氏度。 一
路人马， 正破雪而进。 目的地，
那曲班戈。 主角， 正是李素芝带
领的西藏军区总医院医疗队。

这头，风雪阻隔；那头，藏族
群众巴巴盼着。 李素芝心里急。

于是， 他吆喝队友下车， 刨
雪、 推车……刚做完阑尾手术不
久的他， 一头栽进雪堆里。 紧急
吸氧， １０分钟后， 极度虚弱的身
体才缓过劲儿来。

一路颠簸 ， 巡诊队终抵班
戈。 医生们精疲力竭， 容不得休
息， 立即为群众量血压， 做Ｂ超、

心电图， 向急、 重、 疑难病人开
具免费医疗便条。

“要雪中送炭， 少搞锦上添
花！” 正如李素芝所言， 巡诊路
上， 手术台前， 病房里， 农牧民
帐篷中……每每应诊， 顶头华发
的他， 总慈爱地握着藏族同胞的
手， 嘘寒问暖。

“医学是一门用心灵温暖心
灵的科学。” 每每结束诊疗， 都
会上演熟悉的画面： 藏族群众一
拥而上， 有的献哈达， 有的端酥
油茶， 有的递皮手套……

时光如梭。 如今无数经李素
芝之手治愈的病患， 无一不演绎
着美丽的新生。

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多年来，
西藏数万人领到了军区总医院的
免费医疗卡， 数千人完成了先心
病手术， 无数人受益于李素芝研
制的有效治疗高原病的药物……

据新华社

辉煌历程

“门巴将军”李素芝：

许身高原 杏林春暖

“傍状元”折射了什么
状元被奖一套房，“傍状

元”花样多
近日， 广东省恩平市一考生

以总分６２０分成为该市２０１６年理
科状元， 恩平市某地产公司奖给
该考生一套１００多平方米的 “状
元房”， 引起一片哗然。

除了给高考 “状元” 赠送房
产， 近年来， “敕封” 高考 “状
元”、 请 “状元” 进行商业代言，
让 “状元” 骑马游园为景区造势
等炒作类报道也频频见诸报端。

事实上， 每年在高三学生周
围， 都充斥着各色 “状元类” 衍
生商品： 高考状元笔记、 状元房
出租、 状元保健品、 状元上过的
教育机构和用过的电子教辅商品
……相关商品似乎搭上 “状元”
这趟顺风车， 就会不愁销路。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 “高考
状元”， 显示的相关网页， 不乏
“状元房” “状元小区” “状元
学校” 等字眼； 在网络购物平台
上， 冠有 “状元头衔” 的状元笔
记、 状元保健品、 状元教材等产
品大卖； 个别寺庙甚至有 “状元
香 ” “状元符 ” “状元手链 ”
……状元也从一个教育产物， 演
变为一种拥有完整利益链条的
“状元经济”。

安徽省芜湖市一名中学老师
汪嫄嫄表示， 高考状元在学习方
面自有独特之处， 适当地对他们
的学习策略心得予以报道以激励
来者， 有可取之处， “但过分地
炒作高分学生， 以功利的态度来
看待成绩， 在利益驱动下过度关
注 ‘学霸’， 不仅是社会的悲哀，
也是这些 ‘高考状元’ 的不能承
受之重。”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
殷飞认为， 每个高考状元都有自
身的特点和成长经历， 借鉴其好
的学习方法和读书态度， 对广大
考生有积极意义。 状元经济喧嚣
一时， 如果炒作什么状元用品，
则是异化和扭曲， 不可取。

功利化心态，“状元”异
化成消费“符号”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
名天下知。” 状元情结自古以来
深植于国人心中。 高考状元商业
化、 明星化， 是一个严肃的社会
课题。 “状元经济”破坏了社会心
态，使得“状元”成为消费“符号”，
加剧了社会心态的浮躁。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
认为， 过分炒作高考状元会加深
民众的分数崇拜， 对素质教育来
说是恶性循环。 一些地方宣传时
把“经”念歪了，突出了“尖子”，忽
视了“大多数”；突出了学校名气，
忽视了教育内涵； 突出了考试成
绩， 忽视了综合素质。

“‘高考状元’ 其实只是一次
比较重要考试的第一名， 如此炒
作容易使部分高分考生产生浮躁
心理， 同时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更
强化学校、 学生和家长 ‘状元情
结’ 和 ‘唯分数论’， 这就与国
家提倡的学生素质教育和全面发
展背道而驰。” 夏学銮说。

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
播学院副教授蔡斐认为， 不能将
“状 元 热 ” 完 全 归 咎 于 媒 体 ，
“少部分媒体之所以热衷炒作
‘高考状元’ ‘学霸宿舍’ ‘最
牛班级’ 等新闻， 在于很多社会
民众愿意追逐这些新闻以及背后
的信息 ， 如这些 ‘状元 ’ ‘学
霸’ 在哪个学校的哪个尖子班。
换句话说， 读者对优质教育资源
有迫切的需求， 是媒体报道的原
因和推动力。”

同时， 不乏一些掌握优质教
育资源的学校， 为了保持教育资
源优势， 以便未来招收到更优质
的生源 、 继续做强做大等 ， 也
“默契” 地迎合媒体、 企业进行
高考状元 “炒作”。

携手降温“状元经济”
黑龙江省教育厅近日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中、 高考信
息管理， 禁止宣传炒作中、 高考
“状元”。 除考生本人外， 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及招生机构一律不准
向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考生
报名信息。 为防止炒作状元， 广
东、 江苏、 福建等地考试院还对
高分考生成绩进行了屏蔽。

“商业利益需要捆绑社会关
注点 ， 以期达到自我营销的目
的。 在利益面前， 高考状元如同
明星， 成为快速消费品。 在高考
结束、 暑假这样的舆论关注期，
对于企业来说有很大的营销价
值， 营销成本很低。” 蔡斐说。

政府主管部门、 学校、 社会
应携手降温 “状元经济”。 一方
面， 应完善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
系， 遏制 “唯分数论” 的肤浅教
育政绩观； 另一方面， 应加快教
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平
衡布局， 让民众无需再跟踪 “状
元” 背后的教育信息， 减少此类
新闻的热度和需求。

此外， 各地高考状元在取得
高分后， 也应端正心态， 加强自
律，认识到高考只是人生的节点，
未来还有无数重要的考试， 经过
全面锤炼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现在最关注的还是学
生的分数， 觉得高考分数就是一
切。” 安徽省淮北市高考生家长
钱星星说， “如果素质教育实施
得好， 高考不是只看重分数这一
个标准 ， 状元也就没那么重要
了， ‘状元经济’ 也就没有市场
了。” 据新华社

年年禁年年炒

民族脊梁

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
布， 尽管教育行政部门年
年要求不炒作 “高考状
元”， 但 “状元” 仍成为
学校、 教辅机构、 企业家
争相追捧的 “香饽饽 ”，
庆功宴、 颁奖会、 商业活
动等 “状元秀” 还是络绎
不绝。 一些企业、 机构、
学校甚至 “傍状元” 来打
广告、 争人气、 提高知名
度 ， 谨防高考状元商业
化、 明星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