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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态

坚定文化自信
砥砺奋进新时代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党员文化

自信教育，开辟党建新阵地，近日，区

级机关党建第三片区开展“品味龙城

历史 坚定文化自信”主题活动，组织党

员干部走进常州博物馆，透过一馆、眼

观一城，品味龙城历史，坚定文化自

信。据悉，常州博物馆始建于1958年，

位于龙城大道旁，是集收藏、研究、陈

列展览于一体的地方综合性博物馆，

馆藏文物2万余件。活动中，党员们认

真聆听讲解员的讲解，仔细观赏每一

件文物，纷纷叹服于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通过参观活动，大家对常州历

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真切体会到“文

化自信”不是一个单纯

的理论名词，也不是一

句简单的口号，而是需

要在实践工作中，以中

华文化为精神动力和

思想智慧，凝心聚力砥

砺前行，接续奋斗再建

新功。

为进一步增强学

生爱国主义情感，激发

民族文化认同，鼓励他

们争做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近日，华罗庚实验学

校开展“请党放心 强国有我”爱国主义

教育系列活动——九年级自主命题征

文比赛。此次比赛以“请党放心 强国

有我”为主题设计写作材料，由学生自

主命题创新写作方式，通过家庭、学

校、社会的变化，深切感受建党百年来

国家和民族发生的巨大变化，畅谈作

为接班人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撑起民族

的脊梁，做新时代的圆梦人。经过评

审，最终从近百篇参赛文章中评选出

特等奖十名、一等奖二十名、三等奖二

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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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机关党建第三片区开展“品味龙城历史 坚定

文化自信”主题活动

这份家书中，信末所署时间为“十八，十，

十三”，是按日、月、年顺序写的，即民国十三年

十月十八日。从信中提到的时令看，十月十八

日当为农历。据此，写信时间应是公历一九二

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嘉祥”为王稼祥的原名。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1924年春，18岁的

王稼祥到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学习，这是一

所教会学校。在这里，王稼祥开始接触《新青

年》《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步认识

到要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只有进行民族民

主革命，彻底改造中国。那时，芜湖中长街20

号有一家汪孟邹开设的“科学图书社”，王稼祥

经常来这里购买进步书刊。在读书期间，他参

加了进步社团“协社”，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

《狮声》月刊，主笔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传播

社会新思潮、唤起民众觉悟、推动芜湖学生运

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时的王稼祥

已经认识到，青年人应当肩负改造社会的重

任，因而他对青年学生中的坏习气深恶痛绝，

希望和堂弟一起“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

一改旧习”“做个廿世纪的新青年”。

1925年5月，芜湖教会学校掀起了收回教

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生运动。王稼祥

勇敢地投身这场学生运动，在运动中得到了锻

炼，从此脱颖而出，成为芜湖爱国学生运动的

领导人之一。虽然因此被校方勒令退学，但当

时正在省会安庆与安徽省教育厅进行交涉的

王稼祥泰然处之，在给芜湖同学的信中写道：

“回首以往，颇觉愉快，脱黑牢而入天堂，弃黑

暗而受光明，前途绵绵，希望已临……”同年8

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

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

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

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芜湖，是王稼祥步入革命生涯的起点。

1986年，在王稼祥诞辰80周年之际，芜湖人民

在他当年读书的圣雅阁学校（今芜湖市第十一

中学）校园内风景秀丽的狮子山上，建成“王稼

祥纪念园”，供人们前来参观瞻仰。

来源：学习强国

柳华学弟：

前几天你寄给我与久长的信，我已收读了。

山河障隔，使我们俩不能叙晤，实在怅丧

的很。我现在感觉一件非常不快的事，现在写

在下面，以作这次通信的材料吧！

我们村里在外面读书的人也算不少了。

不过这些人，不光无益于乡村，反而有害。这

话怎么说呢？你看，到了寒暑假的时候，在外

边读书的人们回家了。他们不是赌，就是乱

闹。这样，还能得乡村人的信任吗？还有改造

乡村的可能吗？唉！痛心的很！柳华呀！自

命为先觉的青年，而有这样的举动，怎能不令

人伤心呢！柳华呀！你我还算没有染着这种

坏习气，愿以后保持这热血沸腾的赤心，去一

改旧习，那才不愧做个廿世纪的新青年呵。请

你不要笑我说大话，这都是我良心上不能不说

的话呵。

北风飒飒，寒气刺骨，唉，冬又到了。日子

飞也似的过去，人生怎当得几次寒风，几次严

冬。呀，青年时期转瞬要与我们告别了。

功课忙碌，时间支配不过来，不能多写，就

此停笔吧！下次再谈，此祝进步。

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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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 骥（1917-

1983），茅麓下杖村

人，中共党员，研究

员，“两弹一星”功

臣。1937年考入中

央大学师范学院物

理系，毕业后留校

任教，曾任航天工

业部科学技术委员

会委员、中国空间

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及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宇航

学会理事和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

长等职。1958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负责

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研究的 581

组副组长。1965 年参与起草《关于发

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

议》，被任命为技术负责人，为我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和

成功发射作出重大贡献。1979年被任

命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1983年8月18日病逝。1985年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 年获“两弹

一星功勋奖章”。

来源：《金坛红色印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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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功臣——钱骥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两弹一星”功臣—钱骥

1944 年春，新四军与日寇在丹阳

里庄桥作战后，有3名走散的伤员暂时

隐藏在尧塘农民房文英家中。房文英

一面细心照料伤员，一面暗地托人打

听新四军主力的去向。

不料，国民党顽固派尧塘服务队得

到了消息，很快派人包围了房文英的

家，并向屋里喊话，要房文英交出新四

军。服务队见屋里没有动静，便用机枪

扫射。随后，服务队冲进房间，四处进

行搜查，用枪逼着房文英交出新四军。

他早已巧妙地将伤员们藏到了上沟塘

河边的草堆中，便一口咬定家中没有新

四军。敌人恼羞成怒，一记耳光打得房

文英满嘴是血，但始终没有搜到新四

军。3名伤员最后都得到了安全转移。

来源：《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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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文英冒险保护新四军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