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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精神
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华东、华
北和东北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解放
区面积和人口陡然增多，中央管理机构
需要扩大，搬迁到大城市办公已成必
要。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共中央和
军委机关决定在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后
迁往北平。中央机关从农村搬到城市，
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
重要标志之一。

船家小女送大军渡江
照片被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渡江战役中，有一幕场景至今令人感动：
那是1949年4月22日，炮声隆隆的江苏省扬
中县西南江面上，一位身材瘦小、梳着大辫子
的姑娘正奋力摇橹，一心想要船儿驶得飞快，
好让船上的解放军战士尽快登陆，到对岸去
打胜仗，解放全中国；另一位姑娘半蹲在船舱
内，她们的父亲在后面掌舵。

当时，新华社记者邹健东被眼前这个背
影吸引住，拍下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并刊
发于《新华日报》上。

照片上的大辫子姑娘名叫颜红英，那一
年，她19岁。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当年摇橹过江后，颜红英回归一个普通
渔家女的平凡生活。时光飞逝，一晃几十年
过去了。照片拍摄人邹健东始终忘不了渡江
战役中划船的长辫子小姑娘纤弱而坚强的身
影。他多次托人在报刊上刊登照片和文章寻
找，但始终没有一点回音。

1984年，邹健东委托《南京日报》的同志
寻访，并在媒体上刊登照片和《摇船小姑娘，
你在哪里？》的文章进行寻找。时任中央军委
副主席的张震（渡江战役时任华东军区兼第
三野战军参谋长）看到照片后，深情地说：“一
定要找到这位小姑娘，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
我们过不了江。”

1999 年 4 月，江苏卫视为庆祝南京解放
50周年，播放了纪录片《风雨钟山路》。片中
对当年划船小姑娘的深情呼唤，引起了常熟

（苏州代管县级市）唐市镇中年妇女董小妹的
关注，她流着眼泪说：“这是我的妈妈！”在病
床上的邹健东老人得知找到了自己50年前拍
摄的《我送亲人过大江》中的长辫子小姑娘
后，高兴不已，盛情邀请他挂念半世纪之久的

“小姑娘”到北京天安门参观。
来到北京后，颜红英到北京292医院同邹

健东会面，两位老人紧握双手，在场的人无不
为之动容。邹健东激动地说：“当年如果不是
你们这样的船工奋不顾身地支援前线，百万大
军过不了长江，人民的功绩是不能忘记的。”

邹健东还送给了颜红英姐妹两张《我送
亲人过大江》照片，这个时候，一个小秘密才
被解开。仔细看过照片后，颜红英对邹健东
说：“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张照片。”“那还是田
里蚕豆花开的时候……炮弹很多，不断在江
上炸开。”50年后虽然记忆有些模糊，但颜红
英对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却异常清晰，讲起来
滔滔不绝。她说，自己从没料到会成为一幅
珍贵历史照片里的主角。

1999 年 7 月，正在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72周年“八一”晚会的总导演王炳森，在
央视看到“我送亲人过大江”的故事后，立即
决定将这感人的故事加进晚会节目。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政委马树学少将当场宣
布，这幅照片由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进驻北平被比喻为“进京赶考”。从
西柏坡到北平城，短短350余公里的路
程，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转移委员会”，
提前数月精密谋划，周恩来亲自规划路
线，李克农秘密到北平打前站。可是，

“进京赶考”的车队在路过河北涿县时
（今涿州市）竟然吃了一个“闭门羹”。

1949年3月23日清晨，西柏坡。毛
泽东望着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激动地对
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
考去！”

就要出发前往北平了，大家对这一
天期待已久。西柏坡中央大院里，人们
忙前忙后准备着出发的行囊，好不热闹。

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了中共七届二中

全会公报。上午11时，毛泽东、朱德、刘
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由 11 辆中小
吉普、10辆大卡车组成的“赶考”车队离
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北平城进
发。

车队一路向北，途经保定、徐水、定
兴、新城（今高碑店）等地后，3月24日傍
晚，“赶考”车队来到了涿县，这是中共中
央进驻北平前的最后一夜。

当时天色已晚，涿县城门紧闭。“赶
考”车队在这里遇到了“麻烦”。守卫的
哨兵将车队拦下，不让进，还“霸气”放
话：“不管你是谁，就是毛主席来了也不
行！没有我们领导的命令不能进，我们
要执行命令！”

在哨兵进城汇报期间，毛泽东耐心
等待，并对卫士长说：“他们做得对，不要
紧，可以等一等。”

大家正着急时，中央机关打前站的
同志和涿县负责同志，急急忙忙从城里
跑来：“进！进！快让汽车进去！”哨兵这
才敬礼放行。原来，当时涿县刚刚解放
不久，安保是头等大事，因此全城哨兵全
部严阵以待，不敢有半点松懈。

当晚，车队顺利“过关”后进城。细
心的毛泽东发现，偌大的县城内冷冷清
清，商户大门紧闭，并听到了“市场没回
城，买卖难兴隆”的说法。

毛泽东找来时任涿县县委书记王成

俊询问情况，王成俊赶忙解释：原国民党
驻军为了城防，把商户都赶到了城外，不
让人们进城来。涿县解放后，接管工作头
绪较多，一时没顾上，还没把市场迁回来。

毛泽东当即指示：工作千头万绪，先

要从群众最需要的抓起，应该学会掌握
城市工作的规律，马上把市场迁回来。
毛泽东指示的“市场回城”，为当地党政
领导上了“执政为民”的第一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的照片——《我送亲人过大江》。

提起北京胡同，很多人的印象便是灰墙
青瓦，古院民居。然而，东交民巷却有着规
模较大、数量众多的西洋建筑群，这条1500
多米的巷子，实际上记录着中华民族半个世
纪的屈辱历史。

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辛丑条约》。从此，各国在此修兵营、造碉
堡、设银行、建警署，东交民巷成为“国中之
国”和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巢穴”。

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
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根据《辛丑条约》，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
允许各国驻兵保护。列强的势力范围，一下
子囊括了整个东交民巷地区。东交民巷管辖
区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和设立衙署，行政管理
权完全归使馆，中国政府无权过问。

1928年后，各国使馆虽相继迁往南京，
但东交民巷旧址未废。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解放
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红旗引导下的威武
之师走过前门箭楼，忽然向右拐了个弯，挺进
东交民巷。现场百姓顿时雀跃欢呼。

在制定解放军入城仪式行进路线时，毛
泽东只提了一个简单但是却非常郑重的要
求：解放军的入城式路线，必须要经过北平
的一条重要道路——东交民巷。

百年屈辱，一朝雪洗。
后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指

出：“北平入城式是两年半战争的总结；北平
解放是全国打出来的，入城式是全部解放军
的入城式。”

他说，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
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因此，解放军入
城，必须大大方方地从东交民巷走过去，实际
上是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宣扬，也是在宣告当
初那段屈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东交民巷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从
备受欺凌到独立自主，中国人民展开百余年
的不懈抗争。对于亿万中国人民而言，北平
的和平解放预示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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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从西柏坡到北平

谁半路拦下了“进京赶考”车队？

传承西柏坡精神
牢记“两个务必”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
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中共中
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办公，这里成
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
指挥所”。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
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
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是在中国革命伟大历
史转折关头，对我们党未来肩负的历史
任务的深刻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

总结，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凝结和升
华，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
发展。

西柏坡见证着“新中国从这里走
来”，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
神，成为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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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北平入城式
毛泽东指示必须经过东交民巷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进入北平的入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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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1948 年 5 月至 1949 年 3
月，中共中央曾在地处太行
山东麓的河北省平山县西
柏坡办公，在这里指挥了辽
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
役三大战役，召开了著名的
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
向全党发出“两个务必”的
号召。以“两个务必”为核
心的西柏坡精神，是党和国
家的宝贵精神财富。

习近平同志强调，全党
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
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
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
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
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
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
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
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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