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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班徐萌 张思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
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
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
轮。”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
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
铸就了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成为
我们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
财富。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
扬“红船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让
“红船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红船精神”，铸就了中华儿女心中永
不褪色的精神丰碑，成为我们不断夺取新胜
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红
船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使“红
船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
精神支撑，让“红船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
芒。

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中，我们党团
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也要清醒认识
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
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
力，也是精神的对垒。”面对前进道路上
的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必须大力
弘扬“红船精神”，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使“红船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坚强精神支撑。



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 对实行革命的
政治工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次会议确立
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初步回答了在农
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在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
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如
何建设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
的历史地位。
最令我感触深刻的便是之后毛主席对井冈山驻
扎者的做法，有人曾提议解除袁文才和王佐的
武装，干脆把他们解决。他们不就是几十条枪，
一包围缴械就完了吗？毛主席说谈何容易，你
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我们不能采取大鱼
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了，
历史上有哪个人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
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不能只看到几
十个人几十个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
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的争取改造他
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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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节团课上，提出来中国为什
么“能”的问题。讲述到中国共产
党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使
人深受感动;在第二节团课上，教
授为我们讲述了朱毛红军与古田会
议，我似乎亲眼见证了毛爷爷的大
度与远见;而在第三节团课上，我
明白了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
功的根本保证;最后，在第四节团
课上，我更是惊讶于我们中华民族
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本该针锋相对的
国共两党携起手来，共赴国难。经
过这几次的团课学习，我越发觉得
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永不驻足的行
者，在慢慢征途中高低求索着 ;是
领群的龙头，迷途黑夜的北极星，
一直引领着我们的方向;但又似家
人，朋友，关怀陪伴着我们。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袁隆平是将水
稻的杂交优势成功地应用于农业生产的第一人，他为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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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改善百姓生活的科学
家大都是尊重的，即使在日益恶劣
的互联网环境中，也少有网友对袁
老恶语相向。

但总有一些不恰当的声音会出
现，前几年袁隆平在店里看豪车的
图片在网络上疯传，一时间“袁隆
平身价千亿，豪车无数”的文章出
现在各大新闻媒体网站的头条，各
路名嘴也对此事争论不休。

更有甚者开始起底他的身家，
利用各种手段将他每一笔收入和人
际关系都做了详细的盘点，并公之
于众，给袁老的生活造成了不小的
影响。

更多的是捧杀，在网络上和现
实中总有人将袁隆平奉为神明，称
其为“稻教始祖”，甚至给这个坚
定的唯物主义者立生祠，让他在活
着的时候享受人间香火。

无论谩骂还是赞扬，那个从1950年代就立志
改变中国农业面貌的科学家，因其成就与外界的评
价而距离我们越来越远。事实上，除了他的家人和
同事，外人都很难了解，这个开创性的解决了粮食
问题，毕其一生“耕耘”田间的老人，究竟是什么
样的一个人？

央视记者董卿曾经说过:“永远不要从别人的嘴
里了解一个人”。想要知道袁隆平其人究竟如何，
不如听听他自己说了什么。

袁老曾说自己就是个自由散漫的人，他本人也
拥有广泛的爱好，爱游泳、乒乓球，闲暇之余也喜
欢拉小提琴。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老人，从来不会
因为偏见和固执就拒绝接受新鲜事物，相反他对一
切积极有趣的事物都怀有热忱。

袁隆平曾经说过，自己一直在做一个梦，梦里
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子粒有花生米那么大，他
和他的助手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这是一个美好而意味深长的梦。袁老一路走好，
饱食者当常忆袁老！

袁隆平的故事



新冠疫情是好事吗？

为了庆祝2021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
Apple TV+放出一部原创纪录片特辑，请来了“世
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担任旁白。
2020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全球经历了许多震撼
人心的重大事件。
澳大利亚的丛林大火、东非的蝗虫侵袭、贝鲁特
的大爆炸、美国爆发的“Black Lives Matter”
活动...
当然，影响人类程度最深、范围最广、时间最长
的，肯定是新冠疫情的爆发。

这一年多以来，人类生活被按下暂停键，
主题词变成了封锁、隔离、混乱、感
染...
在如此漫长的、人类活动被迫减少甚至
终止的时间里，与我们共享地球的自然
界生物们又在迎接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地球改变之年》摄制组从封锁隔离开
始，在五大洲进行了拍摄，记录下大自
然非凡的反应。
这更像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实验，
离开了人类的地球，过得好吗？

——封锁三个月后——
全球海运交通下降17%，一同下降的还有水中噪音，没有了船只运输往来的杂音，水
中的各种生物们可以进行更远距离、更清晰的交流。
温哥华的研究人员记录到，船只噪音下降了四倍，虎鲸们可以更加舒服地使用超声
波。
——封锁六个月后——
依然有超过三十亿的人口受到外出活动限制，印度恒河的氧气含量增加了80%，大西
洋海岸的清洁度从差跃升到优良。
大自然在以惊人的速度自洁自净。
小动物们也乐得逍遥，公驴企鹅甚至大摇大摆地行走在街道上。
空旷的往来路线使得它们可以更高效地喂养下一代，破纪录的繁殖季到来。
——封锁一年后——
空气更清新、水质更干净，动物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生存环境，开始以人类
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规模繁衍生息。
人类停下，地球呼吸。
这是地球发生改变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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