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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尧塘中学党支部组

织开展“学习强国 从我做起”主题党日

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围绕“学党史

办实事”“学习强国 我的责任”进行交

流发言，结合当前“双减”背景下的课

后服务实际，分享如何加强学生能力

素质培养，大家表示获益匪浅。据悉，

为切实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尧塘中学出台了“学党史 办实

事”党员帮扶学生工作实施意见，每名

党员在各自任教的班级中选定两名学

生进行帮扶，在了解学生基本情况后，

制定帮扶措施、目标，充分利用课后服

务时间，给予学业、心理、生活等方面

的指导。

为重温党的初心使命，进一步激

发对党的热爱之情，近日，区中医医院

举办“赓续红色信仰，砥砺‘正骨’初

心”道德讲堂活动。此次道德讲堂采

用云讲堂形式，通过现场录播、线上线

下同步互动完成，在学习道德楷模的

同时落实好疫情防控措施。道德讲堂

分为唱歌曲、学模范、诵经典、谈感悟、

送吉祥五个环节，主要学习身边优秀

党员的先进事迹，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畅谈学习收获和心得体会。大家表

示，通过参加此次活动，对医者的初心

和使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未来

将以先进为榜样，把“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

求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始终，以更加饱

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态度、更加扎实

的作风投入到医疗工作中。

岳建军 李云芳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 态

学习先进砺初心
汲取力量担使命

王若飞，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

期杰出的政治活动家，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

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夏，王若飞受党中央派遣去内蒙成

立西北特委，并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员。由于

叛徒出卖，在内蒙古包头被国民党逮捕。他的

舅父黄齐生当时在河北省定县中华平民教育

促进会工作，得到消息后，黄齐生立即远赴绥

远看望王若飞，并设法营救。这封信就是王若

飞1932年1月7日在监狱写给舅父的。

王若飞自幼家境多变，7岁时被舅父黄齐

生收养，后进舅父创办的达德学校就读，再赴

日本留学、到法国勤工俭学。黄齐生与王若飞

在革命生涯中同甘共苦，成为后人敬仰的一代

舅甥楷模、师生典范。

黄齐生同情人民疾苦，却未能找到彻底解

放他们的方法。王若飞在信中用马克思主义

哲学观对其进行教育，以至亲至诚的情义进行

两代人之间的深刻交流。

王若飞的狱中生活长达 5年零 7个月，敌

人不断安排人对其进行监视，都被他感化，成

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1937年，王若飞在中共

中央北方局的营救下获释。抗战胜利后，他协

助毛泽东、周恩来做重庆谈判工作。1946年4

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

幸遇难，时年50岁。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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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舅父：

吾幼受舅父教养之恩，未有寸报；

孤苦老母，未受我一日之奉养；今日被

捕，又劳舅父于风雪残冬远来塞外看

视。尤其令我感激的是，舅父能了解

我，不以寻常儿女话相勉。吾观舅父

精神仍如往昔，又知老母至亲骨肉，均

各无恙，以后清贫之生活，亦尚能维

持，使我更无所念。

舅父所著书及诗，尚未奉读。他日

读后如有所见，能写信时，自当奉告。

吾尝谓舅父思想行动为托尔斯泰伯爵

一流人物。托氏身为贵族，然极不满上

层社会残暴豪华的生活，十分同情于下

层平民被践踏的生活，愿意到平民中

去，并帮助他们。可惜他只有满腔的同

情心，而没有使穷苦群众得到解放的方

法，所以他只能是穷苦群众的好友，而

不是革命的领导者。这是我与舅父思

想行动分歧的地方。舅父思想，宗教色

彩甚浓。一切宗教哲学的发生，都是当

时当地社会的反映。时代变动，环境变

动，这些宗教哲学也必然要随之变动。

现在回、耶、佛等教，已非复最初的本来

面目。我之读宗教书籍，只是为知道当

时及现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怎样在思想

上反映出来。我们的哲学，是认为一切

东西都是在流动变化着。我们不仅要

认识世界，而且是要改造世界。这样的

精神观与《金刚经》所谓“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的静的观点相反。以上请舅父恕我狂

妄的批评。

我妻现在闽北，干戈遍地，音信难

通，特留数行，请舅父代为保存，将来有

机会见面时交给她。舅父此来，情义已

尽。塞外苦寒，不敢久留。舅父回去

时，对诸知爱亲友，均请代甥问安。

甥 若飞

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

1947年3月下旬，毛泽东带领中共

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中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纵队司令员任弼时向

他汇报了一位小姑娘刘胡兰英勇就义

的事迹，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任

弼时说：“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 15

岁。”毛泽东深受感动，挥笔写下了“生

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

刘胡兰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

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

对黑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山

西人民开展救亡运动，文水县也成立

了抗日民主政府。从此，刘胡兰开始

逐步接触革命道理，懂得了一个人怎

样才能活得有价值、死得有意义。她

积极参加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和小伙

伴 一 起 为 八 路 军 站 岗 、 放 哨 、 送

情报。

有一次，八路军包围了敌军一个

团，县妇女部长奉命组织民兵担架队

支援前线。刘胡兰和几名妇女也要支

前。部队首长劝她们：“前面正在打

仗，很危险。”刘胡兰果敢地回答：“战

士们都不怕，我们是女民兵，也不怕。”

她们在前线表现得十分勇敢，不但为

伤员包扎伤口，还帮助战士们运送弹

药，一直忙到天黑，战斗结束才撤回

来。这时刘胡兰才 13 岁。后来，刘胡

兰当上了云周西村妇救会秘书。她发

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军鞋，还动

员青年报名参军。刘胡兰在斗争中经

受了严峻考验，于 1946 年 6 月被正式

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一年，她才

14岁。

1947 年 1 月 12 日，刘胡兰被国民

党军和地主武装抓捕，在敌人威胁面

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地说：“怕死

不当共产党！”敌人没有办法，将同时

被捕的 6 位革命群众当场铡死。但她

毫不畏惧，从容地躺在铡刀下。她以

短暂的青春年华谱写出永生的诗篇，

以不朽的精神矗立起生命的宣言。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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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兰：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岳素珍于1914年出生于水北镇岳

家村一户农民家庭，抗日战争时期曾

担任过新四军地下交通员。

1943 年春，经中共水北地区地下

党组织决定，派盛福明打入驻儒林镇

的伪军内部搜集情报，并让其妻子岳

素珍将情报送出。那时，尧塘、水北、

岸头一带都有日伪军据点，走大路不

便，岳素珍只好起早贪黑，走几十里小

路把情报送到金坛县抗日民主政府办

事处。

有一次，岳素珍拿到的一份情报

需要火速送到新四军金坛县办事处，

她便把小孩背在身上，脚穿草鞋走小

路前往办事处。路上顾不上吃饭，饿

了她就吃两口干粮充饥，渴了就到河

边喝几口水，脚底也磨出了血泡，终于

连夜把情报送到了县长薛斌手里。

没过几天，薛斌根据情报率领部

队夜袭里庄桥伪军据点，击毙伪军7名

并生俘 20 余名，缴获 30 余支长短枪、

1000 余发子弹及一些军用物资，并镇

压了罪大恶极的日伪服务队队长等一

批汉奸。

来源：《江苏人民革命斗争群英

谱》金坛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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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素珍不畏艰险送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