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体党员参观宝塔山。

|| 本报通讯员　计方胜

9 月 7~11 日，航空工业金城党委
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公司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近 50 人来到革
命圣地延安，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现场教育活动。金城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晓义参加了此次活动。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宋
宇峰随同全体学员一同前往，并参加
了开班仪式。

9 月 8 日的开班仪式简短而热烈，
宋宇峰与延安干部培训学院领导黄亚
玲分别作开班动员讲话，并为本次培
训班授旗。

宋宇峰指出，此次党支部书记培
训来到延安，追寻一路风景，展望振
兴前景。他要求大家认真学习，在感
知中思考、领悟 ：“党一路走来，伟大
之处在哪里？中国梦的魅力在哪里？
中国道路的宝贵之处在哪里？”他对
本次培训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高度重
视，增强学习的使命感 ；二是提高素
养，增强学习的实效性 ；三是严格遵
守培训纪律，确保完成培训任务。基
层党组织书记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
认真学习，努力把自己塑造成政治强、
作风好、业务精的优秀党务工作者 ；
通过学习，在实践体验中升华，把延
安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体现到推
动金城改革发展上，为金城高质量发
展添砖加瓦，为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提
供思想保障。黄亚玲介绍了延安的概
况、革命历史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
河的七年知青岁月，希望大家学习延
安精神，保持干劲，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开班仪式后的第一课，延安大学
杨延虎教授为全体学员做了一堂《中
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专题教学，从“延
安是中国共产党的圣地”“党中央在延

安十三年的辉煌业绩”“党在延安时期
创造辉煌业绩的经验启示”三个方面
介绍了中共中央 1935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8 年 3 月 23 日在延安的光辉历程。

8 日下午，一行人前往宝塔山革命
旧址。九层宝塔，高约 44 米，中共中
央进驻后，这座宝塔就成为革命圣地

的标志和象征。面对高高耸立的宝塔
和鲜艳的党旗，全体党员高举右拳，重
温入党誓词。大家前往凤凰山革命旧址
参观，这是中共中央 1937 年 1 月到延
安后的第一个驻地。1938 年 11 月 20
日，因日寇飞机轰炸，中共中央迁往延
安城西北的杨家岭。延安干部培训学院
讲师刘凡超现场教学，声情并茂讲述
了不远万里、支援中国革命、最后牺
牲生命的白求恩的故事，引起大家强
烈共鸣。当天晚上，培训主办方邀请
讲师张金星带领大家开展激情教学《学
唱陕北民歌、红歌》。他在现场教大家
学唱红歌、民歌，让党员们初步了解
陕北民歌和陕北文化。现场互动热烈，
教学效果良好。

9 日，大家前往《为人民服务》讲
话台旧址参观。广场正中矗立着张思
德同志的雕像，两排白杨树挺拔肃立。
雕像正对的地面上，一排五角红星星
光闪耀，后面山坡上“为人民服务”
五个大字分外醒目。讲师董清颖讲授
《回望初心、践行宗旨——张思德精神
与 < 为人民服务 >》，并带领大家一齐
朗诵名篇《为人民服务》。

接着，大家前往枣园革命旧址进
行参观。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
地，1944 年至 1947 年，中共中央领
导人曾在此居住。大家认真聆听了樊
建荣教授所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安窑
洞有马列主义》现场教学，参观了中
共中央领导人居住过的窑洞，感受艰
苦条件下峥嵘的革命岁月。

在圣地大剧院，全体党员观看了
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展演剧目、

大型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
剧目融声、光、电、水、火、雾、乐、
舞、歌等为一体，生动再现了红军干
部战士和老百姓为了养育、保护革命
后代付出母爱情怀和流血牺牲的历史，
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9 月 9 日，毛主席逝世 42 周年纪
念日。一行人前往延安革命纪念馆，
馆前广场正中巍然耸立着毛泽东铜像。
大家瞻仰了铜像，参观了馆藏文物史
料。在王家坪革命旧址，大家怀着崇
敬的心情，瞻仰了中共中央军委八路
军总部旧址和中央领导人旧居，在毛
泽东旧居旁的防空洞前，讲师袁磊讲
授了一堂《毛泽东与毛岸英感天动地父
子情》的家风课。9 日晚上，培训班分

为四个小组，就《红色“家”书》开展
激情读书分享，并进行《梁家河》片段
选读。大家热情参与活动，结束后仍感
到情绪高涨，意犹未尽。

李晓义与党建文宣群工部部长杜
奎专程来到延安，10 日一大早与全体

学员一起前往梁家河参观学习。全体学
员聆听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东
维讲述担当课堂《难忘梁家河初心岁
月，牢记时代使命担当》，进行党性教
育。现场参观了知青一号院、二号院、
三号院。下午，学员们还参观了延安学
习书院，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11 日清晨五点半，全体
学员完成所有既定教学内容，踏上返程
的大巴。

此次延安之行，历时 5 天，活动
内容丰富，授课形式新颖，既有专题教
学，又有现场教学；既有实地参观，又
有舞台剧表演，还有民歌、红歌学唱以
及激情读书分享。大巴车上，大家还观
看了电视连续剧《保卫延安》。在革命
圣地，透过时与空的斗转星移、情与景
的切身体验、历史与现实的融会贯通，
党员们一起重温党的光辉历史，追寻伟
人足迹，感受革命精神，经受党性锻炼
和精神洗礼。

全体学员往返于南京 - 西安 - 延
安三地，从南京出发前往西安，再换乘
大巴到达延安，单程就是 11 个多小时。
但党员们听从指挥，步调一致，认真听
讲，有序参观，充分展示了金城人的良
好形象，也得到延安干部培训学院老师
一致认可和赞许。金城基层党组织书记
将把延安精神和梁家河精神带回各自
党组织，为党员讲授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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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忠诚 不忘初心
|| 顾诵芬

我接触过的几位老前辈、老党员，
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履行党员义务的先
进事例使我感动至深，我想讲讲他们
的故事。

第一位是沈鸿院士。沈鸿院士
1906 年生，学徒出身，从浙江乡下跑
到上海做学徒，小学没念完，在当学
徒时利用上海的行业图书馆和公共图
书馆如商务印书馆完成了相关的基础
学习。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开办了

“利用五金厂”，成功研制了当时全靠
进口的弹子锁，与美国耶勒锁一争高
低。1937 年 8 月 13 日上海遭受日本
帝国主义攻击，他下决心把工厂仅有
的 7 名青工和 10 台机床内迁，先从
水路运到武汉，本来想去重庆，但看
到国民党腐败，同时他听到看到的种
种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心抗战
的，下决心经西安奔赴延安。沈鸿的
举动得到延安方面的重视，沈鸿在安
塞茶坊建起了兵工基地，设计建造了
子弹、迫击炮、枪支的生产线，获得
了毛主席颁发的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
模范的奖章。1947 年他入了党。新
中国成立后，他一直为振兴新中国的
机械工作不断努力，多次参加对苏联
的谈判，建立我国的机械工业。1961
年他主持制造了我国第一台 12000 吨
水压机，为航空、造船等制造工业打
造了先进设备，林宗棠同志当时是他
的助手。沈鸿任一机部副部长一干就
是 18 年，建造了九套大型机电装备，
并编成两套基础手册，即《机械工程
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1981 年

受聘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
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很敬仰他，但从未谋过面。在
1992 年学部大会上，他突然让人递给
我一张纸条，这是他自己手写的。他
说，人家说他在航空上做了很多事，
这是不对的。他只是在飞机零件生
产上做了一些事。这指的是过去依靠
进口的歼 6 飞机机翼的大樑，当时可
以用自己的 12000 吨水压机锻造出来
了。在 12000 吨水压机出来之前，毛
坯都是从苏联进口的。20 世纪 60 年
代初，因为我们没有掌握好加镍高强
度钢的加工，经常出现加工后报废的
情况。1961 年冬，贺龙元帅对此严厉
批评 ：“全国人民不吃肉不吃油换来
的这些零件都给报废了，怎么对得起
人民！”有了 12000 吨水压机后，再
加上工艺的进步，我国歼 6 飞机就能
大批量生产，不仅能打下入侵的国民
党 RF-101 超声速侦察机，并且还打
下了 2 倍声速的美国 F-104 战斗机。
歼 6 生产了 3000 多架，这样的成就
能说与沈鸿同志无关吗？可是为了这
点事还专门给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
人物写这张纸条，足见老一辈党员胸
怀坦荡、不追求名利，这是永远值得
我们学习的。 

第二位是徐昌裕同志，他当过三
机部副部长和航空研究院院长。他口
述了《为祖国航空拼搏一生》，此书
在 1998 年出版。徐昌裕 1936 年毕业
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航空门，1938
年赴延安陕北公学，并入党，后去安
塞茶坊搞加工业。当时延安需要油墨
和煤油，他就在茶坊延长砌锅炉，炼

油。这些工作，与航空毫无关系。但
是这是革命需要，他就全心全意做好
这些工作。“党需要你干什么，你就
好好干。这是身为党员最起码要做到
的。”他就是这样教育我们。1952 年
进行思想改造时，我暴露了不安心在
机关工作的问题，他的言传身教使我
改变了态度。

1950 年建立空军时，徐昌裕曾
多次奉命去苏联谈判。每次节省下来
的外汇，都买了航空工程书籍，尤其
是飞机修理方面的书籍。新中国航空
工业刚刚建立，修理抗美援朝战损的
飞机当时是主要工作。这些技术在学
校里都没有教过，这些书对我帮助很
大。还有一本《俄英航空字典》，有
一天我和叶正大同志在他办公室谈工
作，他顺便就把这本字典给了叶正大。
他认为对叶正大会有用。徐昌裕在航
空工业局副局长任上时恰逢沈飞试制
飞机，他主管航空业务，专心致志为
歼 5 试制而努力，在工厂一待就是 3
个月，住的和普通技术员一样。

第三位是徐舜寿同志。他 1917
年生，193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
工程系航空工程组，后去美国麦克唐
纳飞机工厂实习。1946 年回国，被
派往四川南充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
参加中运 2、中运 3 飞机的总体设计
和性能计算。1949 年举家进入解放
区，参加人民空军建设，后到华东军
区航空工程研究室飞机组，任副组长，
1949 年 12 月入党。他一心想为国家
设计飞机，1956 年赴沈阳创建中国第
一个飞机设计室，培养了不少飞机设
计人才，如管德、屠基达、陈一坚等。

静力试验当时是新技术，他亲自调了
320 厂（现航空工业洪都）做过歼教
5 飞机和拉 -9 飞机机翼静力试验的
吴家萃和胡除生同志到沈阳帮助 112
厂（现航空工业沈飞），做全机静力
试验。不幸的是，徐舜寿同志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致死。

即使遭受不公正待遇，徐舜寿还
是相信党，毫无怨言。从给夫人的私
人信件中可以看到，他不断催促爱人
代他交党费，每月 50 元（远超过应
交的）。另外还要求他爱人等转业费
发下来后全部交党费。当时603所（现
航空工业一飞院）正在搞运 7 测绘，
他非常想回去，即使画模线或做一些
具体计算他都愿意。不幸的是，1967
年底徐舜寿病倒了，1968年年初去世，
国家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飞机设计领军
人物。他的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
民，坚决为党工作。

正是因为我们党有沈鸿、徐昌裕、
徐舜寿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
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忠诚党员，我们的
党、我们的国家才有今天。

最后我想说，党员必须把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要总是想到
国家和人民这个根本。建议同志们阅
读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
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对于做
科技工作的同志，要认真读《实践论》
和《矛盾论》。最近，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我们占领世界科技的高峰，要创
新，我们需要在“两论”中找方法。

（本文根据顾诵芬同志于 8 月 1
日为航空工业科技委讲授党课的手稿
整理）

开班第一课《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凤凰山麓革命旧址，聆听讲解。

重温入党誓词。

金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8 年基层党支部书记
培训班。

在梁家河参观学习。

金城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义与全体党员
前往梁家河参观学习。

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服务精神。

微党课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
点和新要求。

六点要求推动文化文艺工作发展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

七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要做好做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
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
要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
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立场坚定批驳谬误。
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

八字方针：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
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

“九个坚持”

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坚持思想工作“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

育人民。
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持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坚持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十分重要的结论

讲话总揽全局、视野高远、内涵丰富、思想精深，是指
导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自觉肩负起
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玫杉）

习近平对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提了哪些新要求（下）

感受初心 筑梦振兴
——航空工业金城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8年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