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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琦:中国远征军抗日英烈
据新华社长沙1月9日电（记者 柳王敏）在湖南省永州

市祁阳县文明铺镇丝塘冲村一座青松环抱的山上，张琦烈
士墓和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每到清明时节，总有不少人前
来参观、凭吊，一代英烈张琦的事迹广被知晓和传颂。

张琦，1910年出生于永州市祁阳县文明铺。1927年秋
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连部文书，后任特务长、排
长。张琦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学生，曾入南京中央军校十三
期受训，毕业后升任连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淞沪会
战、台儿庄大战。

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 38师。1942年 4月，
新编第 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张琦任第 38师
113团副团长。1942年 4月 15日夜，驻缅英军被日军围困
在仁安羌北面一带，请求中国远征军派兵驰援。张琦所在
的 113团领受了此项任务，在到达仁安羌后，与日军展开激
战，击溃日军拼墙河北岸防线。1942年 4月 19日，张琦率
部向日军山地工事发起进攻，并亲自到阵地察看地形和进
攻路线，结果暴露在日军暗堡火力下，不幸背部中弹牺牲。
张琦牺牲后，全团官兵同仇敌忾，攻击日军炮兵阵地，被围
英军也由另一面攻击，合作攻下阵地，当天便取得战斗胜
利，包括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得
以向北越过拼墙河，美国传教士和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
500多人一并获救。英烈已逝，浩气长存。1990年，张琦被
民政部批准为烈士。

铁道游击队：
插入敌人心脏的铁路“钢刀”

据新华社济南1月9日电（记者 邵琨）“爬上飞快的火
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
战场。我们扒飞车那个搞机枪，撞火车那个炸桥梁，就像钢
刀插入敌胸膛……”这首被广为传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描写的是在抗日战场上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铁道游击队。

举世闻名的铁道游击队即是鲁南铁道大队，主要活动于
津浦铁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支线上。1938年，一群青
年人在山东枣庄建立了秘密抗日情报站。1939年，在中国
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一支小型人民抗日武装在情报站
的基础上建立，名为鲁南铁道大队。其中为首的两人，一个
叫洪振海，一个叫王志胜。他们正是电影《铁道游击队》中大
队长刘洪以及副大队长王强的原型。

1939年夏秋之交，洪振海、王志胜等人为配合山里军民
抗日，决定袭击枣庄“正泰洋行”。当时的“正泰洋行”处于日
军重重防护之中。鲁南铁道大队队员们经过周密计划，在一
天深夜里，借着微弱的月光，翻墙而入，杀死日本特务 2名、
杀伤 1名。同年 10月，他们又从装有武器的敌人列车上掀
下两挺机枪、12支步枪和两箱子弹。

1940 年 5月，他们再次夜袭“正泰洋行”，杀死 13名日
军，缴获长短枪 6支、手表怀表 100 多块。日军在“正泰洋
行”建立的特务机构被连根拔起。

在鲁南百里铁道线上，鲁南铁道大队多次奇袭驻枣庄和
临城的日军。

他们不仅夜袭洋行、飞车搞机枪、破铁路、炸桥梁、截货
车、断通讯，搞得敌军惊慌，还保护交通线，护送刘少奇、罗荣
桓等近千名干部安全过路。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刘知侠以鲁南铁道大队的英雄事迹
为素材创作的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又改编成电影、电
视剧。剧中的英雄人物和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

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
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为实
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单行本，已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
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施雨岑）记者9日从教育部获
悉，在各地的努力下，目前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作已基
本完成。

为确保工作数据真实、准确，教育部近期部署全国26个省份交
叉核对整改情况工作，同时派出工作组赴河北、山西、江西、山东、四
川、贵州等6省份，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培训机构，翔实了解治理
工作开展情况，并以“双随机”抽查方式核对各省校外培训机构整改
数据。针对当前一些地方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数据动态更新不及
时、备案和公示制度落实不到位、监督举报机制不健全、平台信息录
入进度慢等问题，教育部强调，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数据核实工作
至关重要，各地要强化督促检查，确保实事求是，严禁弄虚作假。

据新华社天津1月9日电（记者
毛振华）9日 12时 30分，经过近 3
个月的挖泥、挖岩试验，由中交天
津航道局投资建造的亚洲最大重
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顺利返航
回到船厂，标志着“天鲲号”完成
全部测试，正式具备投产能力。

“天鲲号”全船长 140 米，宽
27.8 米，最大挖深 35 米，总装机
功率 25843 千瓦，设计每小时挖
泥 6000 立方米，绞刀额定功率
6600 千瓦。其挖泥能力超过了
同样由中交天津航道局投资的
现役亚洲最大的绞吸挖泥船“天
鲸号”。

“天鲲号”于 2018 年 10 月 2
日赴江苏启东开展挖泥试验。经

过近 1个月调试，其挖泥最高生
产率达每小时 7501立方米，远超
每小时6000立方米的设计标准，
同时验证了该船 15 公里超长排
距的挖掘输送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挖泥试
验过程中，“天鲲号”智能挖泥控
制系统调试获成功。这是绞吸船
自动挖泥技术在我国的首次应
用，由中交天津航道局历经 5年
攻坚研发，是我国疏浚技术的又
一突破。有了这个“大脑”，“天鲲
号”就能实现无人操控自动挖泥，
并能根据施工区域实际情况自动
调节动作，确保生产效率长期保
持在较高标准。

2018 年 11 月 23 日，“天鲲

号”又开赴大连开展挖岩试验。
试验围绕着高产量、低能耗的要
求开展，共进行了绞刀在岩床上
的挖掘姿态试验、不同性能的刀
齿试验、绞刀转速试验、极限横移
拉力试验、正反刀挖掘试验共 5
个方面的试验。最终，“天鲲号”
成功完成挖掘 60 兆帕岩石强度
的试验，超过挖掘岩石硬度 50兆
帕的设计标准。

此次结束的挖泥、挖岩试验
是“天鲲号”投产前的最后一次考
验，“大考”归来的“天鲲号”交出
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天鲲
号”总工程师王健透露，下一步，

“天鲲号”将在船厂做最后坞检，
坞检结束后将正式投产。

据新华社
成都1月9日电
（记者 吴晓颖
杨迪）“我是得
罪了很多人，但
我 从 没 得 罪 纪
委 书 记 这 个 称
谓。”这句让无
数干部、群众动
容的话，出自王
瑛之口，她生前
曾 担 任 四 川 省

巴中市南江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瑛出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小金县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82年，
她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巴中县
畜牧局工作，之后被调到县纪委、市纪委工
作，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瘦瘦小小的王瑛，让人见识了小女子
的骨头有多硬。在南江，了解王瑛的人都
知道，在她面前说情是行不通的。在担任
南江县纪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

办各类疑难、典型案件 50多起，面对来自县内外方方
面面的阻力坚持一查到底，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上千万元。

王瑛始终把人民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她奔走协
调有关部门，为住房与耕地被河隔在两岸、每天只能
赤脚过河到对岸种田的洋滩村村民，建了一座铁索
桥；为南江“背二哥”们建起了公寓，让他们有了安身
之所；她用自己荣获“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
标兵”的奖金，资助贫困的农村孩子读书。

2006年 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累倒在抗
旱一线，经查身患肺癌晚期。在她病情确诊后的两年
零四个月里，除去十多次的化疗时间，她有 194天在
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和案件查处现场。2008年 11月，
王瑛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7岁。

这位一生痴爱红叶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的风骨
和品格，用燃烧的生命点染了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
的沃土，被大巴山人亲切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

据新华社广州
1月9日电（记者 刘
大江 邓瑞璇）1月初
的广州依然鲜花盛
开。珠江边，繁华的
沿江西路车流不息，
一栋高楼矗立在路
边，颇为引人注目。

这里是广州市
呼吸疾病研究所，广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原
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工作地。16 年
前，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席卷全球，这里曾是战
场的前沿阵地。时年67岁的钟南山，就是一名牢
牢坚守的战士。

2003年，疫情来势汹汹，广州好几家专门接
纳“非典”病人的医院已经不堪重负。

这时，钟南山带着他的呼研所站了出来。“把
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在他的指挥下，呼研所
率先摸索出一套有效的防治“非典”的方案。这
一经验被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全世界抗击“非
典”有指导意义，后来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钟南
山也成为“抗击非典的功臣”。

“非典”过后，钟南山依旧致力于呼吸系统疾
病领域。他主动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
人的角色，向公众普及卫生知识，推动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此后的H1N1、H7N9等疾病，医护人员和防
疫机构都能够快速找到病原并进行防控。2015
年，广东省仅用两个多小时就将首例中东呼吸综
合征疫情输入病例追踪到位。

“院士门诊”“院士查房”、做科研、带学生，这
位精神焕发、步伐矫健的八旬院士，至今仍在看
病出诊一线工作。

“接下来我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希望让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像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可以早发
现、早治疗，另一个是希望自己和其他科学家一起
研制了26年的抗癌药可以早日推出。”钟南山说。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9 日电(记者
李国利)“我非常渴
望再上一次太空。”
中国特级航天员景
海鹏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多次说，“只要
任务需要，我时刻
做好准备接受祖国
挑选。”

53 岁的景海
鹏是我国首批航

天员，曾有过 3次太空之旅。从神舟七号的两天 20
小时 27分钟飞行，到神舟九号的 13天宇宙遨游，再
到神舟十一号的33天中期驻留，他是飞得次数最多、
时间最久、高度最高的中国航天员。

上高中时，偶然看到一张飞行员照片的景海鹏，
萌生了“我要当飞行员”的志向。得知航天员选拔的
消息后，已经当了 13年飞行员的他，又开始憧憬“力
争成为一名航天员”。

1998 年 1 月，景海鹏如愿成为中国首批航天
员。面对五星红旗，他庄严宣誓：“……甘愿为载人
航天事业奋斗终生！”从入选首批航天员后到首次飞
天前的十年间，景海鹏从没有在晚上 12点之前睡过
觉，也没有耽误过一天训练。

十年等待，一朝梦圆——
2008年 9月 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

太空。任务中，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密切配合，圆
满完成我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2012年 6月 16日，
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进入太空。任务中，景海鹏、
刘旺、刘洋通力合作，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空间交
会对接。2016 年 10月 17日，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
成功进入太空。任务中，景海鹏、陈冬在太空完成33
天中期驻留，为后续的中国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
更坚实的基础。

还会不会再飞？三次飞天的景海鹏不止一次面
对这样的问题。

每次，他总会说：“作为一名航天员，我会时刻准
备着接受祖国的再次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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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把微笑带回家，为最美劳动
者点赞”公益活动，在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
中心职工周转房项目工地举行。众多劳动
者获赠“微笑”肖像照等新春“大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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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发疏浚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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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9日电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 1 月 9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再推出一批针对小微企业的普
惠性减税措施；部署加快发行和用好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在建工程及补短
板项目建设并带动消费扩大；听取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汇报，部署做好治
欠保支工作。

会议指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保持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努力
实现一季度平稳开局十分重要。必须多
管齐下。发展好小微企业关系经济平稳
运行和就业稳定。会议决定，对小微企业
推出一批新的普惠性减税措施。一是大
幅放宽可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
利企业标准，同时加大所得税优惠力度，

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
100万元、100万元到 300万元的部分，分
别减按 25％、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使
税负降至 5％和 10％。调整后优惠政策
将覆盖 95％以上的纳税企业，其中 98％
为民营企业。二是对主要包括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小规模纳税人，
将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 3万元提高到
10万元。三是允许各省（区、市）政府对增
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在 50％幅度内减征资
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城镇土地
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地方税种及教育费
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四是扩展投资初创
科技型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范围，使投向
这类企业的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
更多税收优惠。五是为弥补因大规模减

税降费形成的地方财力缺口，中央财政将
加大对地方一般性转移支付。上述减税
政策可追溯至今年 1 月 1 日，实施期限暂
定三年，预计每年可再为小微企业减负约
2000亿元。

会议指出，要围绕优结构、稳内需，更
有效发挥财政货币政策作用。落实好日前
宣布的全面降准措施，继续实施稳健的货
币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适时预调微
调，缓解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保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扩大就
业和消费。同时，要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发行使用进度。会议决定，一是对已经
全国人大授权提前下达的1.39万亿元地方
债要尽快启动发行。抓紧确定全年专项债
分配方案，力争 9 月底前基本发行完毕。

二是更好发挥专项债对当前稳投资促消费
的重要作用。专项债募集资金要优先用于
在建项目，防止“半拉子”工程，支持规划内
重大项目及解决政府项目拖欠工程款等。
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地方抓紧开工一批交
通、水利、生态环保等重大项目，尽快形成
实物工作量。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也要抓
紧开展备料等前期工作。三是货币信贷政
策要配合专项债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服务，保障重大项目
后续融资。四是规范专项债管理，落实偿
还责任，严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会议要求强化农民工欠薪治理。各地
要优先清偿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导致的欠
薪。对企业拖欠工资的，责令限期解决，逾
期不支付的依法从严处罚。

我国再次出台减税措施
加大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

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相关工作

违规建在秦岭的别墅，按说基层监管部门照章
办事就完全可以拆除，却历经四年查而难拆，甚至还
边查边“野蛮生长”，直至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批
示，中央专门派出专项整治工作组，才把这个“钉子”
彻底拔除。

9日播出的专题片《一抓到底正风纪》，让人们进
一步了解到“秦岭违建别墅拆除”背后的迂回曲折，
更进一步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推进工作造
成的严重危害。

回顾秦岭违建别墅整治过程，地方在落实中央
要求时，有会议传达，有领导批示，有工作督察，有结
果报告，看似在层层推进，实际却在搞形式主义、做
表面文章，作风问题之严重令人瞠目。

习近平总书记四年间就这项工作先后六次批
示，以钉钉子的韧劲，为全党上了一堂生动的作风建
设课，教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唯有真抓实干、一抓
到底，才能真正把工作推动向前。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一竿子插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类似的“金句”可谓家喻户晓。党的十
八大以来，正是秉持这种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
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
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没有一抓到底，何谈攻坚克难？没有真抓实干，
梦想如何实现！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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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鲲号”的绞刀在下放疏挖（2018年10月19日摄）。1月9日12时30分，经
过近3个月的挖泥、挖岩试验，“天鲲号”顺利返航回到船厂。 新华社发

“天网 2018”行动全国
共追回外逃人员1335名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9日消息，中央追逃办近日通报，“天网 2018”行动全国共追回外
逃人员 1335 名（引渡 17人，遣返 66人，异地追诉 1人，缉捕 275
人，劝返 500人，边境触网 202人，境内抓获 198人，主动自首等
76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 307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5
名，追赃金额35.41亿元人民币。

据了解，2015年，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天网”行动拉开
帷幕。截至目前，我国已连续4年开展“天网”行动，共从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5000多名，其中“百名红通人员”56人，
追回赃款100多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