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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2 日电（记者
胡喆）记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根据
遥测数据判断，5月 22日 10时 40分，
祝融号火星车已安全驶离着陆平台，
到达火星表面，开始巡视探测。

天问一号任务的科学目标是研究
火星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火星表面土
壤特征与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质组
成、火星大气电离层及表面气候与环境
特征、火星物理场与内部结构等。

探测器自 2020年 7月 23日发射以
来，在地火转移飞行、环火轨道运行期
间，环绕器配置的中分辨率相机、高分
辨率相机、矿物光谱分析仪、磁强计等
7台科学载荷陆续开机探测，获取
科学数据。

火面工作期间，火星车
将按计划开展巡视区环
境感知、火面移动和科
学探测，通过配置的地
形相机、多光谱相机、
次表层探测雷达、表
面成分探测仪等 6台
载荷，对巡视区开展详
细探测。同时，环绕器将
运行在中继轨道，为火星
车巡视探测提供稳定的中
继通信，兼顾开展环绕探测。

祝融号火星车成功驶上火星表面

←←55月月2222日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一名工作人员
正在拍摄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画面正在拍摄火星车驶离着陆平台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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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的刘
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内，青松耸立，
翠柏丛生。

望着庄严的八十二烈士纪念碑
和鲜红的“刘老庄连”连旗，陆军第
82集团军某旅“刘老庄连”政治指
导员杨晋，向官兵讲起78年前的那
场“血战”时，仍然心潮澎湃。

“刘老庄连”前身是江苏丰县四
区的一支游击队，组建于1938年11
月，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3师7
旅19团2营4连。

1943年 3月，侵华日军对江苏
北部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

“扫荡”，17日，日伪军 1600余人分
兵合围驻六塘河北岸的淮海区党政
领导机关。

为掩护淮海区党政机关和人民
群众安全转移，4连82名官兵，在连
长白思才、指导员李云鹏的率领下，
奋勇阻击各路敌人。

当日，日伪军进行第二次合围
时，4连与日伪军在淮阳北老张集、
朱杜庄一带遭遇。激战半日，4连于
黄昏后再次突围，转移至老张集西
北的刘老庄地区。

18日晨，日伪军进行第三次合
围，4连顽强抗击日伪军攻击，保证
了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安全转移，
全连却陷入日伪军重围。

虽经数次突围，均未成功，4连
决心固守。日伪军集中炮火对 4连
阵地进行了毁灭性炮击，4连士兵

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20多人。
为了不让敌人从我方获得有用

信息，连长白思才下令烧毁所有文
件，准备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整场战斗，4连浴血奋战 12个
小时，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用枪
托砸、用小锹砍……毙敌170余人，
伤敌200余人，终因弹尽粮绝、寡不
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当地百姓为 82位烈士修建了
墓碑，并选送82名优秀子弟重新组
建了4连，新四军3师7旅将该连命
名为“刘老庄连”。

英雄故土英魂在，英雄后人再
出发。每年3月18日，刘老庄地区都
会组织烈士殉国纪念活动，缅怀革
命先烈。“刘老庄连”也在当天隆重
举行入连仪式，引导官兵重温英雄
事迹、追思英雄壮举。

“我成长在刘老庄乡，当兵在
‘刘老庄连’，我一定苦练打赢本
领，争取为祖国再立新功！”刘老
庄籍战士郑澳辉，掏出一份入党
申请书，庄重地放在八十二烈士
纪念碑前。

迈入新时代，一代代“刘老庄
连”接班人在强军兴军路上阔步前
行。2017年以来，连队党支部被战
区陆军评为“先进党组织”，连队被
战区陆军评为“大功三连”式连队，
先后4次集体立功。

新华社记者 刘济美 高玉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在张思德的故乡四川南充市仪
陇县，纪检监察机关 186名纪检监
察干部包联 230个脱贫村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与37个村（社
区）党支部结对共建，已收集并解决
问题 118个。入农户、探民情、办实
事，在仪陇，广大党员干部正以群众
的获得感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践行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

张思德，1915年 4月出生于大
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他吃

“千家奶”穿“百家衣”长大，养母为
了让他永记乡亲们的恩情，为他取
名“思德”。

长征期间，张思德勇敢机智，曾
只身泅水过江，夺得敌人的渡船，为
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条件；在川
西茂洲地区，他一人夺得敌人两挺
机枪，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老
虎”，一时传为佳话。1936年 10月，
张思德随部队到达陕北，于193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民利益工
作的使命。延安时期，粮食严重不足，
作为通信班长的张思德每次吃饭时
总是吃到一半就不声不响撂下饭碗，
提起水桶去打水，让别人多吃一些。

1942年11月部队整编，张思德
调中央警卫团第 1连当战士，在毛
泽东内卫班执行警卫任务。1944

年，张思德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被
选为农场副队长。1944年7月，进陕
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不怕苦、不
怕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
进窑中作业。

1944年 9月 5日，张思德带领
战友进山挖窑，窑顶坍塌，他将战友
推出洞口，自己却被埋在下边。战友
得救了，张思德却没能抢救过来，牺
牲时年仅29岁。

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
作了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
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
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
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
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红色血脉源源流淌，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如今已是故乡的红色符号，仪陇
县检察院的“张思德式为民服务小
分队”为“事实孤儿”送温暖、国网仪
陇县供电公司的“张思德共产党员
服务队”帮助企业节能降耗……多
个以“张思德”命名的服务队通过开
展帮扶社会弱势群体等，让党旗在
先烈故里高高飘扬。

新华社记者 李力可
据新华社成都5月21日电

“马宝玉！”“到！”“胡德林！”
“到！”“胡福才！”“到！”“宋学义！”
“到！”“葛振林！”“到！”

这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狼
牙山五壮士连”每天晚点名时都会
出现的场景。每逢点名，首先由“五
壮士”点起，是他们坚持了多年的
传统。

官兵们异口同声的答“到”声划
破夜空，打断了初夏的蝉鸣，将记者
拉回到1941年的狼牙山……

“8月中旬，日伪军7万多人，对
晋察冀边区发起空前规模的大‘扫
荡’。晋察冀军民积极进行反‘扫荡’
斗争，狼牙山战斗就发生在这个时
期。”指着展板上泛黄的老照片，连
队指导员周琪偲为连队新荣誉室的
开馆做着准备，讲述起了这个他多
次讲给新兵的故事。

9月 23日，日伪军 3500余人围
攻易县狼牙山。位于易县西南方向
的狼牙山一带，有我党政机关人员、
游击队和群众三四万人，晋察冀军
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奉命掩
护党政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

25日，完成任务的七连官兵陆
续向外撤离，连长将最后的掩护任
务交给了二排六班的五名战士——
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
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

500多名日伪军向棋盘陀发起
攻击，马宝玉等五名战士顽强阻
击，使得敌人误以为山上仍有我军
主力。

“日军采取扫射和炮轰方式，轮
番冲击。六班战士扼守着棋盘陀要
道，同敌人激战 5小时，打退 4次冲
锋，为部队和群众的安全转移赢得
了时间。”

周琪偲指着展板上的狼牙山地
形图，再现了抉择的瞬间。

“棋盘陀仅有两条道路，一条是
部队和群众转移的方向，一条通往
棋盘陀的峰顶——三面悬崖的绝
路。为掩护部队和群众，5名战士选
择向峰顶进发。”

打光最后一粒子弹，扔出最后
一颗手榴弹，用石块砸向敌人……
在最后关头，勇士们宁死不屈，将枪
支全部损毁，纵身跳下悬崖。

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 3人
壮烈牺牲。葛振林、宋学义两人跳
崖后，被挂在绝壁的树枝上，幸免
于难。

1941年 10月 18日，晋察冀军
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政
治部主任舒同、副主任朱良才共
同签署颁布训令，号召官兵向他
们学习。

“狼牙山五壮士连”的荣誉室即
将开馆。荣誉室里，伫立中央的“五
壮士”雕像、泛黄的老照片、详细生
动的文字描述，都仿佛在将那段可
歌可泣的故事娓娓道来，演训场上
的官兵把这种精神代代相传，迈向
新的征程。

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刘一诺
据新华社广州5月22日电

张思德——

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狼牙山五壮士——

宁死不屈的纵身一跃

“刘老庄连”——

忠勇无畏 血战到底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国务院新闻办21日发
表《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对此，多国人士认为，白皮书向外界全
方位真实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西藏发生的沧桑巨变。近年来，
西藏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脱贫
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同时，优秀的传统
文化得到发展和传承，独特的生态环境
获得保护和修复，西藏成功的发展实践
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阿根廷汉学家、《当代》杂志主编古
斯塔沃·伍表示，白皮书全方位展示了
西藏 70年的发展成就。如今，西藏自治
区的基础设施得以改善，西藏人民享受
到经济发展的红利，中国政府通过各种
各样的培训保障西藏人民就业，西藏独
有的文化、宗教、语言等同样得到最大
程度的保护和发展。

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教授
汉弗莱·莫希说，白皮书讲述了西藏的
发展进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西藏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西藏的发展巨
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族脱贫
的决心。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信任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活跃在带领人
民消除贫困的第一线，西藏的发展经验
值得非洲国家借鉴。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
系研究所中国政治与经济部门主任谢
尔盖·卢科宁表示，几年前他到访过中
国西藏自治区，那里的自然环境受到良
好保护。中国共产党为西藏今天的发展
成就付出了巨大努力。事实会说话，中
国共产党的实际行动与西藏经济社会
的发展成就比任何东西都更有说服力。

“（西藏）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消除
原有的传统和文化。当地的寺庙、文化
古迹、自然资源等都得到了保护，这也
是西藏发展转型的关键。”曾多次深入
西藏采访并著有多部专著的法国中国
问题专家索尼娅·布雷斯莱说，白皮书
客观评价了西藏的发展进程，展现了中
国政府为保护西藏地区历史和未来所
付出的努力。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说，自己曾经
到访西藏，实地了解中国政府如何保护
西藏的语言、艺术以及历史遗迹。中国
与时俱进应对挑战，不仅促进了民族
团结，也促进了西藏的发展，中国政府
在实现西藏繁荣进步方面交出了完美
答卷。

老挝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老中友协
秘书长西昆·本伟莱说，西藏是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地方，发展基础较差，中国

共产党带领民众在西藏实现全面脱贫
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主任毛里西奥·桑托罗说，当前
一些西方国家频频用民族问题制造与
中国的争端，白皮书的出版就是对此的
有力回击。白皮书介绍，在西藏地区实
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关注少
数民族发展权益、保证宗教自由、注重生
态环保。桑托罗特别谈到青藏铁路等基
础设施建设，认为这让西藏与外部世界
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造福了当地人民。

尼泊尔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巴
特拉伊表示，西藏各领域发展朝气蓬
勃，尤其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方面
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现代化的图书
馆、博物馆、艺术画廊、文化中心随处可
见，民众得以参与各项文娱活动。西藏
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魅力。

孟加拉国共产党（马列）总书记迪
利普·巴鲁阿认为，西藏现在处于历史
最好状态，当地社会团结、繁荣、和谐。
中国在西藏所付出的减贫和保护当地
文化的努力为世界树立了典范，表明中
国对少数民族的尊重，将人民利益放在
首位，并追求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共
同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
实路径。

西藏成功的发展实践
为世界树立了典范

——多国人士热议《西藏和平解放与繁荣发展》白皮书

欧盟将于7月1日开始
推行“新冠通行证”

新华社日内瓦 5月 21 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21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
165158285例。

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欧洲中部时间21日19时54分（北京时间
22日1时54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
增加 620434例，达到 165158285例；死亡
病例增加12786例，达到3425017例。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家卫健委
22日通报，5月 21日 0-24时，31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1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9
例（广东 5例，四川 2例，辽宁 1例，上海 1
例），本土病例1例（在广东）；无新增死亡
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
例1例（在上海），本土病例1例（在安徽）。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2例，解除
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08人，重症病例
较前一日减少1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270例（其中
重症病例 4例），现有疑似病例 2例。累计
确诊病例 5934 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5664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5月2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
确诊病例301例（其中重症病例 4例），累计
治愈出院病例86017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
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0954例，现有疑似
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018845
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7360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3
例，其中境外输入 22例，本土 1例（在广
东）；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例（为境外输
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16例（均为境外
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
370例（境外输入349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5018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1829例
（出院 11547例，死亡 210例），澳门特别
行政区50例（出院49例），台湾地区3139
例（出院1133例，死亡15例）。

国家卫健委通报

21日新增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10例
其中本土病例1例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5月21日电（记
者 任珂）欧盟委员会负责法律事务的
委员迪迪埃·雷恩代尔21日宣布，欧盟将
于 7月 1日开始推行“新冠通行证”，以
方便欧盟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境内自由
流动。

雷恩代尔在当天的记者会上介绍
说，欧盟成员国公民将可免费获得3种证
书：接种了欧盟认可的新冠疫苗的接种
证书、核酸检测阴性证书、感染新冠病毒
后的康复证书。证书将以手机二维码的
形式颁发，也可下载打印在纸上。

雷恩代尔表示，欧盟 27个成员国必
须在6月做好充分准备，其中一些成员国
还将有6个星期的过渡期。欧盟委员会将
向各成员国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并拨
款1亿欧元支持成员国降低检测费用。

欧盟委员会于 3月 17日发布了有关
“新冠通行证”的立法提案。5月 20日，
欧盟三大机构就“新冠通行证”问题达
成共识。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达165158285例

天上有两颗小行星，分别以他们的
名字命名。

被尊为“国士”的他们，在 2021年 5
月22日相继辞世——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肝
胆外科之父”吴孟超，一日双星陨落，国
人泪飞化雨。

功勋不朽：让人民生活幸福
是“国之大者”

为人民足食祛病，让人民医食无
忧，乃“国之大者”。

民以食为天。“发展杂交水稻，造福
世界人民”，是袁隆平毕生追求。

他守望稻田，耕耘大地，为民生计，
为“稻粱谋”。去世前两个月，还坚持在
海南杂交稻基地工作；病危之际，每天
都挂念水稻问天气。

他是我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
开创者，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
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为我国粮食安
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
巨大贡献，让更多的人吃饱了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为拯救生命，吴
孟超用他那因长期做手术而变形的手指
稳稳握住柳叶刀，誓与死神较量到底。

我国是个肝病大国，吴孟超决心要
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界最前沿，从医
数十载初心不改。作为肝脏外科的开拓
者和主要创始人，他创立了肝脏“五叶四
段”理论，使肝癌手术成功率大幅提高。

他九旬高龄依然坚守在门诊、手术
室和病人的病床前。治病救人 70多年，
从死神手中夺回超过1.6万名患者的生
命，也培养了许多优秀外科医生，创造
了医学界传奇。

大爱无疆：“唯有不竭的爱
能照亮受苦的灵魂”

“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
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在

袁隆平的梦想里，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
高，颗粒像花生那么大。他说，“这个梦
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们吃
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袁隆平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这
是中国科技评奖委员会的评价。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
田就在试验田的路上。”他以一颗赤子
的心，深沉地爱着稻田土地，牵挂着苍
生饱暖。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袁隆平心里
一直装着的，是一粒粒“金种子”，是万
亩良田阡陌纵横，是亿万人民“吃得饱、
吃得好”的福祉。

吴孟超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直到96
岁高龄，依然站在手术台上。

他曾说：“孩子们，这世界上不缺乏专
家，不缺乏权威，缺乏的是一个‘人’——
一个肯把自己给出去的人。当你们帮助别
人时，请记得医药是有时穷尽的，唯有不
竭的爱能照亮一个受苦的灵魂。”

他常说：“我就见不得病人受苦受
折磨的样子。”

在一次长达10个小时的手术后，耄
耋之年的吴孟超衣襟都湿透了，双手朝上
搭在椅扶手背上，微微颤抖着。他闭着眼
喃喃道：“我老了，我的日子不多了……我
得争分夺秒。”

他要做一盏不熄的无影灯。他告诉
身边的医护人员：“如果有一天我真倒
下了，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那将是我
最大的幸福。”

精神不熄：“后辈应继传星
火，不负先贤望白头”

同一天，我国痛失两位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

当日下午，大批群众自发来到长沙
市湘雅医院门口，挥泪送别袁隆平。当
灵车缓缓驶出湘雅医院，芙蓉大道两侧

的人们冒雨追随着车队，高喊“袁爷爷，
一路走好”。车队驶经路口时，静候的车
辆纷纷鸣笛致意。

网络中，在关于吴孟超的报道帖子
下，许许多多医护人员，以及吴孟超生
前救治过的患者和家属，纷纷为他燃起
蜡烛、敬献鲜花、合掌祈福、留言悼念。
一位曾在吴孟超身边工作的医生写道：

“吴老的手就是神奇，就像长了眼睛，肝
内的血管胆管他的手都能避开，轻轻松
松安全在肝内就能把肿瘤用手摘出来，
还不出血。查房要求医生跟病人的距离
小于25厘米，查体前一定把手搓一下增
加温度，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前一定捂
热，一辈子学习为了病人勇闯肝脏禁
区，无一例手术严重并发症……”

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以及各大新
闻媒体网站和客户端，两位科学巨匠辞世
的消息持续刷屏，网民留言绵绵不断——

“肝胆相照，大医勤朴且济苍生命；
稻禾无忧，国士深耕尤思千万家”；

“人间稻米满仓，禾下且乘凉”；
“肝胆相照日月明，医者仁心泰山

平。人间本无天使佑，只因博爱白衣旧”；
“他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把他高

高举起”；
“为中国谋幸福者，永远活在中国

人民的心中”；
“后辈应继传星火，不负先贤望白

头”……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两位科学家精

神的尊崇和景仰；哀思里，流露出对真
善美的永恒呼唤；泪光中，折射出当今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奋斗者、创造者、奉
献者是最美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英雄精神之火不熄，如星辉穿越深

邃的时空，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
今夜，让我们一起仰望璀璨的星空。

新华社记者 吕诺 陈芳 董瑞丰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