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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家风故事弘扬红色家风
——海南广泛开展“红色家风”主题读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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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之路。“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早已深入人
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正成为各级政府和广大
人民自觉的行为规范。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正在
从蓝图变为现实。

如今，拍摄野生动植物的
已不再只有职业摄影师，普通
市民拿着手机也能拍摄到珍稀
动植物的照片。在徒步爱好者
姚雅江的手机相册里，就留存
了许多他拍摄的珙桐、松鼠、
金丝猴和许多珍稀鸟类的照
片。他说：“保护好大自然，大
自然就会回馈我们惊喜。”

成都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
理及疫源疫病防控专家咨询委
员会秘书长巫嘉伟常年穿行于
山野之间，研究生物多样性。当

他在唐家河附近看到水里游泳
的欧亚水獭、在云桥湿地发现了
蓝吻鳑鲏时，他直观地感受到人
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水平和对
自然的敬畏之情在不断提升。

“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
景，能够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巫
嘉伟说道。

对此，尚涛也深有同感。
他说：“不光是在自然保护区，
住在成都——‘雪山下的公园
城市’也能时常发现野生动物
尤其是珍稀鸟类的踪影，这充
分体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成效。”

四川省甘孜州文旅局局长
刘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多条
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作品。他表
示：“这几年随着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越做越好，我们甘孜的天更
蓝、水更清、大地更绿了。我希望
大家共同来保护这片土地，做好
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做好生态环境的保护者

(上接A1版)

一封家书，纸短情长。
日前，海南省文明办启动“红

色家风”主题读书活动，讲述海南
的家风故事。活动通过收集解读
海南红色家书、采访红军老战士、
举办“红色家风”读书会，挖掘整
理一批弘扬传统美德的故事，用
故事大力弘扬红色家风，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继承传统美德，
自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榜样，树
立家国情怀，努力做到崇德治家、
廉洁齐家、勤俭持家，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提
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活动开展后，一封封珍贵的
红色家书刷爆了海南人的朋友
圈。这些珍贵的红色家书记录了
一段段革命事迹，蕴含了一颗颗
赤子初心，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琼籍革命先行者舍小家
顾大家的家国情怀，以及革命者
不怕前进道路上任何艰难困苦的
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红色家书传递家国情怀

“我最念的爱妻慧根：你夫阿
器遗言，六月十八日。‘为求主义
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
牲。’自我立志革命，参加实际工
作以来，这二句以（已）成誓词，我
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
的革命目的达到了。惟是对你很
对不住，因为数年与你艰艰苦苦，
我用全副精神为革命而努力，没
有和你享过一日的安闲快乐的日
子，我们夫妻可谓因国而忘家，为
公而忘私呵！你虽然体量(谅），而

我终是觉得对不住呢……”
这不仅是一封家书，更是琼

崖革命先辈王器民烈士英勇就
义前，在狱中写给妻子的遗书。
遗书全篇500余字，既昭告了绝
不向国民党反动派低头的凛然
大义，又表达出对远方妻儿的不
舍与关怀，字字含血带泪，句句
情真意切。

王器民 1892 年生于海南会
同县（今琼海市）塔洋镇美果村。
五四运动中，他与王文明、杨善集
等琼崖革命领导人一起，发起海
南青年进步运动。1921年，他创
办了《琼崖旬报》，传播革命思想，
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
年，他被党组织派往新加坡、马来
西亚等国，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
加革命运动。回国后又被党组织
派到广东，担负保卫北伐大后方
的任务，并支援江门市及西江一
带的工农运动。1927 年，“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后，王器民不幸被
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痛斥
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恼羞成
怒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下毒手，
王器民在广东江门壮烈牺牲，时
年仅35岁。

这封珍贵的遗书，这封王器
民临刑前给妻子高慧根亲笔写
下的家书，即使过了近百年，依
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大革命时
期琼籍先行者们远大的政治志
向、纯正的理想主义和丰满的家
国情怀。

在海南，像这样珍贵的红色
家书还有很多，从这些红色家书
中，能感受到革命者的坦荡风骨，

对故乡、对亲人的深情眷恋，视爱
国救国、民族解放为天职的革命
本色，以及为理想义无反顾、视死
如归的坚定信念。

家书故事引发情感共鸣

重读王器民烈士写给妻子的
家书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
省作协副主席胡彬感慨万千：“誓
词犹在，初心永存。家书中不忘强
调，要培养教育下一代，继续革命
事业，让红色家风、红色血脉代代
相传。中华民族的红色江山，不就
是这么继承、延续下来的吗？什么
是‘家书抵万金’？这就是。”

不只是王器民烈士的家书，
其他更多字字带血的烈士家书也
在被重读。

“今天，我们怀着敬畏之心重
读洪剑雄烈士的家书，就是为了
汲取其中所蕴含的精神特质和内
在力量，在那些发黄却依然滚烫
的字里行间，重温那段烽火燃烧
的岁月和他们闪光的赤子之心。
向那段烽火燃烧的岁月致敬！”海
口市作协会员李庆文用文字向在
血与火洗礼中不忘初心、砥砺前
行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据说，麦宏恩烈士写给父母
的遗书是缝在衣服里被人带出来
的。700多字的遗书，每一句都言
简意赅，每一字都饱含深情。”海
南省作协会员唐彦读麦宏恩烈士
写给父母的遗书有感而发，“所谓
岁月静好，只因有革命者的前行；
而读一封革命者的遗书，是缅怀，
更是传承与弘扬。”

……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感受革命

先烈在那段特殊时期里关于家
庭、家教、家风的故事，活动主办
方邀请知名作家线上对红色家书
的历史背景和意义进行解读，让
网友们感受先辈们浓厚炽烈的初
心使命，营造继承和弘扬红色家
风氛围。此外，活动主办方还将邀
请海南省作协多位知名作家对优
选的若干篇红色家书和红军故事
进行线下解读、分享，同时邀请部
分老红军战士的家属、部分省直
机关代表参加读书会并作发言交
流，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
青少年养成良好行为习惯，传承
优良家风，不断提升公民个人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促进家庭和
谐，以好家风促进好政风好社风
好民风。

榜样示范引领前行方向

除了进行红色家书收集解
读，活动主办方还通过组织采访
红军老战士及其家人的方式，挖
掘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故事，引
导广大干部群众以老一辈革命家
为榜样，更好地传承与发扬红色
家风。

日前，活动主办方组织记者
来到庞琼花的故乡进行采访报
道。庞琼花是“红色娘子军”第一
任连长，出生在琼海市阳江镇岭
下村农民家庭。她年纪轻轻就参
加了革命，曾带领“红色娘子军”
冲锋陷阵夺得沙帽岭大捷，并在
文魁岭保卫战中取得胜利，31岁

英勇牺牲，短暂的生命写满了传
奇。她的一生就是不停地“对抗”：
和传统教条的对抗，和封建恶势
力的对抗，和敌人的对抗……

如今，在庞琼花的故乡，“红
色娘子军”的精神得到传承，村中
20多位热心妇女组建了“琼花志
愿队”。只要群众有需要，无论刮
风还是下雨，“琼花志愿队”随叫
随到。和历史上那只“红色娘子
军”不一样，“琼花志愿队”不需要
再奋勇杀敌，舍生取义；和历史上
那只“红色娘子军”一样，“琼花志
愿队”无私奉献，都致力于让群众
过上更幸福、美好的生活。

庞启平是庞琼花的侄孙子,
也是阳江镇岭下村委会“平安岭
下”志愿服务队副队长、仙贡村小
组组长。小时候，他经常听邻居讲
起庞琼花“手持双枪，星夜归家”
的故事。发扬光大庞琼花的英雄
精神，庞启平自认为责无旁贷。在
采访中，他说：“要通过举办晚会、
修建琼花体育场等举措，让村中
更多的年轻人、孩子们了解到庞
琼花的英勇事迹，让这份精神得
到更好的传承。”

“榜样示范引领前行方向。庞
琼花对庞启平及整个村庄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海南省委宣传部精
神文明建设综合协调处处长孙伟
表示，希望通过红色家书收集解
读、采访红军老战士及家人、举办

“红色家风”读书会等方式，推动
“红色家风”主题读书活动深入开
展，讲好“红色娘子军”等老一辈
革命家的故事，让红色家风得到
更好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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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22 日电
（记者 高蕾）记者22日从民政部
了解到，民政部近日将河北省邯
郸市肥乡区等17个单位确认为
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实
验时间为3年，自2021年9月起
至2024年9月止。

这17个单位分别为河北省
邯郸市肥乡区、山西省运城市盐
湖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
区、上海市奉贤区、江苏省无锡
市滨湖区、浙江省三门县、安徽
省合肥市包河区、安徽省和县、

福建省武夷山市、江西省贵溪
市、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山东
省沂水县、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城中
区、海南省琼海市、宁夏回族自
治区盐池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据民政部介绍，今年4月，民
政部推出河北省河间市等第一批
15家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通过
创新婚育文化载体，加强青年婚
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
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

行治理，助力婚姻家庭幸福稳定。
为加大对地方婚俗改革的指导力
度，扩大婚俗改革试点工作成果，
今年6月下旬以来，民政部开展
了第二批婚俗改革试点单位的评
估工作，遴选出第二批17家全国
婚俗改革实验区，进一步扩大婚
俗改革试点覆盖面。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加强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的指
导，总结推广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创新经验，破除天价彩礼等陈规陋
习，积极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等17个单位
被确认为第二批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新华社南京9月22日电（记
者 刘巍巍）2021阳澄湖大闸蟹开
捕活动22日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
预计大闸蟹全年产量约10940吨，
将在国庆节前后批量上市。

据悉，2021 年气候条件较

好，大闸蟹长势喜人。据苏州市
农业农村局预测，全年大闸蟹产
量约10940吨，其中围网养殖区
面积1.6万亩，产量约1575吨；沿
湖周边高标准池塘养殖面积7.26
万亩，产量约9365吨。

2021阳澄湖大闸蟹新版防
伪锁扣同日揭晓。记者看到，新
版锁扣上印有醒目的“地理标志
产品专用标志”图案和查询号
码，以确保消费者购买到正宗的
阳澄湖大闸蟹。

同一轮圆月，不
一样的相思。中秋佳
节，万家共享团圆时，
在福建省的抗疫一
线，有一群人却坚守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上，为千家万户筑起
安全的“防疫墙”，成
为动人的风景线。

一家三口最美
逆行

在莆田仙游县郊
尾镇的高速卡口，民
警倪志川正穿着厚
厚的防护服，和同事
们对过往车辆进行
盘查登记。“这里是
进出高风险区域的通道，不能有
丝毫马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倪志
川主动请战，成了第一批疫情防控
应急队的队员。“我们是24小时值
守。每天工作结束，人都要虚脱了。”

“我的儿子和妻子也在抗击疫
情的第一线。他们也很拼，对我也
是一种鼓励。”提起特殊时期的坚
守，倪志川说起了牵挂的亲人。

倪志川的儿子倪泽寅是仙游
县榜头派出所的一位民警。连日
来，他正在仙游的一家定点隔离酒
店值守。“目前酒店里入住了170
多位隔离人员，”倪泽寅说，每天
需要盘查进出人员信息，维护隔离
区秩序，工作琐细而紧张。“遇到一
些隔离人员情绪不稳，还要不断地
做安抚工作。”

倪志川的妻子宋寒冰则每天
坚守在枫亭高速路口，协助交警
对驾驶员进行测温登记，严控车
辆进出。

“我们距离不远，但没办法见
面，每天只能通过电话、微信互报
平安。”倪志川说，虽然少了团聚，
但多了一份坚守，多了一份责任
担当。

“复原魔方的人”

“请您与我们一起，把生活的
魔方拧回原位……”日前，厦门思
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福满家园
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后不久，一则

“絮絮叨叨”的防疫通知意外“点
燃”了网民的情绪。

“这封信让人有了被牵挂的感
觉。它告诉那些无法出门的群众，
他们只是被隔离，并没有被遗忘。”
谈及通知的走红，后江社区网格员
叶露艳说。

连日来，叶露艳与同事们共同
肩负着“拧回魔方”的任务。由于物
业人员被隔离，社区有限的人力全
都扑到一线。每天从清晨6点忙到
深夜一两点，这是叶露艳工作的常
态。“每一次休息都得小心翼翼，提
防随时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在叶露艳看来，居民的认可也
会消解身体的疲倦。如今，社区的
居民们会在小区微信群里互相加
油鼓劲，工作人员的辛苦付出也被
大家记在心里。前两天，小区全体
业主还给社区寄来“回信”，上面写
着“感谢你们在酷暑中变身‘大
白’，为我们撑起生命的守护网”。

这个中秋，后江社区给大家精
心准备了月饼和小礼品，由工作人
员挨家挨户分发。每逢佳节倍思
亲，叶露艳说她会想起 4 岁的孩
子，但尽量不和孩子视频通话,一
看到又该想家了。

“病毒猎手”的思念

在泉州，32岁的吕一鸣是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东海院区
检验科的一名技师。昨天晚上他工
作到凌晨1点，今天上午8点，他的
身影又出现在了实验室。

作为科室骨干，吕一鸣的工作
包括核酸检测、防护服和试剂等物
资补给、疫情数据上报及实验记录
填写等。“这几天泉州开展大规模
核酸检测，检测任务繁重。”吕一鸣
说，“虽然空调开到18摄氏度，但
是在实验室里，由于穿着厚厚的防
护服，还是又闷又热。”

“核酸检测是发现病毒的有效
手段，”吕一鸣说，作为一名“病毒
猎手”，深感责任重大。一踏进核酸
检测实验室，精神必须高度紧张，
不能出任何错。“进入检测区间，是
不允许带任何个人物品，只能通过
对讲机跟外面联系。吃饭、喝水、上
厕所，都要等工作做完才行。”吕一
鸣说。

偶尔休息时，吕一鸣会打开视
频，看看远在广东潮州的一岁多的
孩子。“很想小孩子，两个月没回家
了，他都有些不认得我了。”他说。
（新华社董建国张逸之吴剑锋）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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