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弹一星两弹一星 惊天动地惊天动地 数风流人物

责编 王文捷 校对 司建伟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3月 苏联军队入侵乌
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珍
宝岛，造成严重流血事件。中
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
击作战。

◆4月1日—24日 中国
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1512
人 ，当 时 全 国 共 有 党 员 约
2200 万名。大会肯定了“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
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

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
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 月 28 日 中共九届
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
委员会主席。九届中央政治
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央军委
名单，毛泽东任主席。

◆9 月 23 日 中国成功
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10月 1日 中 国 第 一
条 城 市 地 铁 线 路 —— 北 京
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正式建
成通车。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
表社论和通讯，介绍山西省昔阳
县大寨大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
的事迹。此后，“农业学大寨”运
动在全国展开。

◆5月15日—6月17日 中
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三
线”建设问题。1965年夏，“三线”
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20世
纪80年代起，国家对“三线”建设实
施全面调整与改造。

◆10月16日 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发表声
明，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

武器。
◆12 月 20日—翌年 1月 5

日 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举
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
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2 月 21日—翌年 1月 4
日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
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
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选
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
来为国务院总理。

◆1月4日 周恩来将毛泽东
提出的对台湾问题的有关原则概
括为“一纲四目”，通过有关渠道
转达给台湾方面。一纲是：台湾
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
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
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
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
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
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
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
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
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
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2月 11日—28日 中央
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农村
开展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
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
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
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
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
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3月5日 《人民日报》刊
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
的热潮。雷锋精神，成了新中国社
会风尚的一个标志。

◆4月6日 中国向阿尔及利

亚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
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6月14日 中共中央发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
建议》。9月6日至1964年7月14
日，又连续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九
篇文章（“九评”）。中苏两党之间
的论战达到高潮。1966 年 3 月
起，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11月 17日 毛泽东为河
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
定要根治海河”。到 1973 年 11
月，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
运河及南运河等五大河系和徒
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得到普
遍治理。

◆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
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
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 1963 年
—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
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
技术事业规划。

◆12月14日—翌年2月29日
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
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
关系的五项原则及对外经济技术
援助八项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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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 新华社播发
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
的热潮。焦裕禄以自己的实
际行动诠释了亲民爱民、艰苦
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
私奉献的精神。

◆3月 8日、22日 河北
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 6.8
级和 7.2 级强烈地震。在中
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
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
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积极开
展抗震救灾工作。

◆5月4日—26日 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
通过“五一六通知”。8月，中
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决
定》。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
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
动。

◆7月1日 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

◆10月27日 中国成功
进行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
地导弹飞行爆炸。

◆2 月前后 谭 震 林 、
陈 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
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
革命家在不同会议上对“文
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
强烈批评。这次抗争后来被
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
和打击。

◆3 月 19日 中央军委
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
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
务的决定》。到 1972年 8月，

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指战员
280 余万人次执行“三支两
军”任务。

◆6 月 17日 中国第一
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9月5日 中国政府和
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
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
亚 — 赞 比 亚 铁 路 的 协 定 。
1976 年 7月 14日，坦赞铁路
竣工，交接仪式在赞比亚举
行。

◆3月 1日 为解决香
港淡水供应困难而兴建的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正
式向香港供水。

◆4 月 5 日 河南
省林县红旗渠实现总
干渠通水。林县人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建成“人造天河”红
旗渠。

◆ 6 月 26 日
毛泽东在同医

务人员谈

话时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
重点放到农村去。9月21日，
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
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
报告》。到年底，全国城乡医疗
卫生网基本形成，相当一部分
农村地区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9月 17日 中国在世
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
岛素。

◆12月31日 中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
洋货轮“东风”号成功交付。

◆10月13日—31日 中
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
开。全会对刘少奇作出完全
错 误 的 政 治 结 论 和 组 织 处
理。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
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1980 年 2 月，中共十一届五
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12月22日 《人 民 日
报》发 表 毛 泽 东 的 指 示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
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
山下乡的高潮。1981 年 11
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运动结束。

◆12月29日 南京长江
大桥全面建成通车。这是当
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
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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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红旗渠实现总干渠通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时至今日，不少兰考人
仍清晰地记得焦裕禄下葬那
天的场景：十里八村赶来的
乡亲们，聚在兰考县城北郊
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戴白
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
站立……

50 多年过去，兰考的变
化翻天覆地。但是，焦裕禄
书记和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
一切，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
中。

焦裕禄，1922 年 8月 16
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
县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
苦家庭。1945年抗日战争胜

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回到家乡。1946年 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
共产党。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到河南，分配
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 1951年。1953年 12月，焦裕禄调到兰
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
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
连续 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
低水平。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
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
卒，以身作则。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
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
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
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
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 42
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
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
好”。1966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

新华社记者 王烁

焦裕禄：

生也沙丘，死也沙丘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

并蒂莲花初心红

并蒂莲花映日开，本色不改初心红。
他，一位开国少将，1957 年带领全家从新疆回到江西省

莲花县老家重新当农民，“将军农民”甘祖昌的事迹由此传遍
大江南北。

她，一位知识女性，跟随丈夫返乡扎根贫苦山区，投身教育
事业，九旬高龄时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
为“老阿姨”。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以革命为媒，成为相守一生的同志伴
侣，共同谱写了“万里征程为初心，夫妻接力践使命”的动人篇
章。甘祖昌、龚全珍夫妇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为广大党员
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位于莲花县的甘祖昌干部学院内，
甘祖昌家乡村民自排自演的红色教育题材采茶剧《并蒂莲花》广
受学员好评，他们用通俗易懂的
群众语言讲述甘祖昌夫妇工作、
生活的真实点滴。

新华社记者 赖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