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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24 日电
日前，中央军委印发新修订的

《军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的补充规定》。

补充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围绕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全面
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聚力
备战打仗，突出问题导向，对军
队党组织实施党纪处分作出具
体规范。

补充规定共 30 条，重点强

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严起来。在《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共性规
范的前提下，紧密结合强军兴
军实践，充分体现军队特点，紧
紧围绕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强化党组织原则性战斗性，
规范党员干部履职用权、廉洁
自律，严肃作战训练纪律、纠治
和平积弊等方面，坚持聚焦突
出问题，开列负面清单，把严的
标准、严的措施贯穿监督执纪
问责全过程，为推动从严管党
治军向纵深发展提供坚强纪律
保证。

据新华社石家庄 6 月 24 日电（记
者王民）王珩，又名王晧甫，1912 年 3
月 5 日出生在河北任丘市辛中驿镇。
1930年，王珩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加入
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到冀东保安队
任分队长。

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王珩参
加了冀东保安队暴动，并于 1938 年 3
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八路军营长、作战参谋、团参谋长，
热辽纵队混成旅旅长，冀热辽军区第
16 军分区参谋长后兼锦州卫戍司令部
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炮兵旅副旅长、
东北炮兵司令部第1指挥所副主任，第
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炮兵 1 师第一
副师长、炮兵 8 师师长等职。1949 年
春，王珩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炮 25 团南
下，渡黄河、跨长江，参加衡宝战役，追
残敌至广西，战功卓著。

1950 年，王珩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作战，任志愿军炮兵第 8 师师

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五次战役和阵地
防御作战，胜利完成阻击敌人、对敌实
施火力压制等上级交代的作战任务，有
力地支援了步兵作战歼敌。

战斗中，王珩感到原有的作战方式
已不适应新的战争环境，从总结战斗经
验教训、提高战斗技术水平入手，在部
队开展整训。整训中，他命令师司令部
组织利用地图射击和山地射击的突击
训练，提高夜间射击精度。演习中实行
严格伪装，用火炮分散和火力集中的办
法，以突然性的急速射击，打击敌人的
突击集团。1951 年 7 月，王珩带领部队
开展整训期间突发急性病，并患伤寒
症，于7月24日逝世，时年39岁。

时任炮 1 师副师长梁冰说：“王珩
师长无论是渡黄河、跨长江、过湘江，参
加衡宝战役作战以及最后将敌人追击
至广西，他都是处处身先士卒，勇敢战
斗。他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是永远值
得我们学习和怀念的英雄。”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小红、闫起磊）
“60 多年前，李狄三同志带领 130 多名
先辈挺进藏北高原，成功解放西藏阿里
这片‘生命禁区’。”新疆军区某机步团
官兵近日走进团史馆，在镌刻着“人民
功臣李狄三”七个大字的铜像前，重温
英烈光辉事迹，汲取精神力量。

作为李狄三生前所在部队，60 多
年来，这个团虽几经转隶改革，但李狄
三等先辈们的英雄精神一直是官兵凝
心聚力的“传家宝”“领航灯”。

李狄三，河北无极人，1938 年入
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指
导员、股长等职，曾参加延安保卫战和
解放大西北等战役战斗，9 次负伤，3 次
荣立大功。

1950 年 8 月，李狄三率领进藏先
遣连挺进藏北阿里高原。官兵们严格遵
守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关心爱护群众，
解放军得到越来越多的藏族同胞信任、
支持和拥护。因贡献突出，先遣连被上

级授予“进藏先遣英雄连”荣誉称号，全
连官兵各记大功一次。

进驻扎麻芒保后，因高原环境恶
劣，加之粮食、食盐短缺造成严重营养
不良，李狄三和不少官兵患上了高原
病，63名官兵长眠雪域高原。

李狄三病情日益严重，但他坚持不
分昼夜整理 4 本工作日记，详细记载了
进藏以来收集到的高原战斗宝贵经验
等珍贵资料。1951 年 5 月，李狄三病情
更加恶化。卫生员要把连队仅剩的一支
盘尼西林注射给他，他坚决要求留给其
他病号，党支部只好召开支委会表决。
望着 5 只高高举起的手，他眼含热泪，
恳求大家说：“我的病自己清楚，别浪费
药了，请把药留给最需要的同志！”他最
终没有使用那支盘尼西林。

5 月 28 日，后续部队和先遣连会
师。李狄三用尽最后力气，把笔记本交
给带队领导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年仅
38岁。

新修订的军队贯彻执行中共
纪律处分条例补充规定印发

□新华社记者 谢 琳

夏木繁盛，绿意盎然。元首外交再
启程。

6月27日至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G20）领
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近平主席将在 G20 大阪峰会上
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主张，
中方将与各方一道，坚定维护多边主
义，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
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大问题，谋求共
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
风云激荡的国际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
倾听“中国声音”。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世人瞩目下，G20 峰会大幕即将拉
开。

这是习近平主席连续第七次出席
或主持 G20 峰会，充分体现中方对 G20
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高度重视。习
近平主席将出席峰会四个阶段全体会
议，参加关于世界经济和贸易、数字经
济、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气
候、能源、环境等议题的讨论。

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严重冲
击国际经济秩序，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
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国作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
主张立场备受瞩目。此次 G20 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将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
势的看法主张，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
题找根源、把准脉、开好方，把握好世界
经济的大方向。

中国智慧、中国贡献，在 G20 峰会
和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清晰展现。

2013 年，习近平第一次出席 G20
峰会，呼吁坚定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
经济。6 年间，习近平在 G20 峰会上多
次阐述重要主张：发扬同舟共济、合作
共赢的伙伴精神，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
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增长。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中国问题
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说，习主席所倡导
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着眼于人类长远发
展，显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将有助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

中国长期以来为促进世界经济增
长、完善全球治理、应对风险挑战作出
了重要贡献，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建设
性作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
员张燕生说，中国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
中流砥柱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
以来，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高达 30%，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
稳定器和动力源。因此，国际社会期待
听到“中国声音”。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完善全球治理取得积极成果，是世
界对 G20 大阪峰会的重要期待。“中国
方案”将为全球议题带来重要解答。

G20 大阪峰会上，中方将与各方一
道，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牢牢把握 G20 的正确方向，坚持伙

伴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保持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各方本着负责
任、建设性态度，合作应对事关世界经
济增长前景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重
大问题，谋求共同发展，打造人类命运
共同体。

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中方期待各方推动在国际重要经贸
议题方面凝聚更多共识，即建设性推动
世界贸易组织必要改革，构建自由开放
的贸易投资政策环境，加强贸易投资务
实合作，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
等方面，中方期待 G20 各方进一步完
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继续肯定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中的
中心地位，同意加强金融监管合作，继
续肯定绿色金融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重
要意义，发展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
增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近年来，中国不断就国际社会面临
的共同挑战提出重要主张，激起世界积
极回响。登高望远，习近平主席指出，
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四大挑战。为破
解“四大赤字”，中国提出要坚持公正合
理、互谅互让、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携
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全球治理重要议题上承担
了大国责任。”摩洛哥前经济与财政大
臣、经济学家法萨拉·瓦拉卢如是说。

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中国向来是积极行动派。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
夫罗夫斯基说，中国提供的观点是建立
在自身丰富经验的基础之上，恰是当前

人类社会亟须的积极且长远的发展观。

携手各方实现共赢

G20 大阪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俄
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非领导人小型
会晤，就深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
作、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务实
合作。

习近平还将同多国领导人举行双
边会见，致力于深化同有关国家合作，
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深化共识，推动合作，中国将继续
携手各方，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

中美元首不久前在通电话时表示，
双方愿意在 G20 大阪峰会期间举行会
晤。习近平指出，近一段时间来，中美
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
益。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应
该按照我们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基础上，推进以协调、合作、稳
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中美作为全球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要共同发挥引领作
用，推动 G20 大阪峰会达成积极成果，
为全球市场注入信心和活力。

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期待 G20 大
阪峰会能够继续展现凝聚力和行动力，
为新形势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新指引、
开拓新思路。中方愿继续与各方分享
经验，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更加
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为促进世
界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参与记者：徐永
春、陈斌杰）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 琦 王 鹏

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抓好第
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通知
强调，要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
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把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要结合各自实际，探索方法、创新形
式，把四项重点措施贯通起来，有机融
合、统筹推进。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四项重
点措施从理论逻辑上有先有后，但在
实践逻辑中却是一个高度统一的整
体：学习教育是切入点，把学习教育搞
好离不开调查研究发现的真问题、实
问题，离不开检视问题过程中把问题
找实、把根源挖深，而问题解决得好不
好，还要靠整改落实。

“贯穿全过程的要求更加强调学
以致用，有助于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
官僚主义。”辛鸣表示。

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表示，贯穿
主题教育全过程的要求体现了创造性
的学习精神，能有效防止党员干部在
主题教育中出现学习疲劳，激发全党
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

“通过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推动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实际，创造性
开展工作，多出硬招实招，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们党同人民
群众的血肉联系会更加紧密。”严书
翰说。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主题教育的主线

通知明确，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
题教育的主线，体现到学习教育、调查
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各方面——

学习教育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重中之重贯穿全过程；

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

检视问题要自觉对照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找差距、查
短板；

整改落实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引领党和国家
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强大
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严书翰认为，
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以来的一条红线，在主题教育中，抓
住这条红线非常重要。

“思想上统一了，干事情就会更有
成效。”辛鸣表示，理论上清醒才能政
治上坚定，此次主题教育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主线贯穿到四项重点措施中，用
以武装全党，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强思想保证。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和走过场

通知指出，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都要做实做好做
到位，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
部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不能只把自
己当作主题教育的领导者、组织者置
身于外，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
切实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走
过场。

“在主题教育中，如果有的领导干
部没有提升认识，仅仅将其当作学习
教育，没有贯穿到工作实践，与正在
干的事情统一起来，形成行之有效的
方 式 方 法 ，自 然 就 是 走 过 场 。”辛
鸣说。

辛鸣表示，在主题教育中，只要党
员干部不折不扣地真正学进去，就会
发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巨大力量，自然而然将其转化
为思想武器，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纲领，
化解困惑，解决问题。

通知对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
视问题、整改落实都提出了具体要
求——

学习教育中党员领导干部要以自
学为主，静下心、坐下来，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

调查研究中哪些方面问题突出就
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出在哪个
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研；

检视反思中对征求到的意见，要
原汁原味反馈给领导班子和班子成
员，不能过筛子；

整改落实中建立工作台账，着力
抓好破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难点问
题、为基层减负等方面的整改落实。

“这些措施很有针对性，有助于各
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把主题教育成果同
党中央部署正在做的事结合起来，使
党员干部焕发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
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果。”严书翰
表示，主题教育本身注重实际效果、解
决实际问题，有助于切实防止形式主
义和走过场。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把握世界经济方向 推动完善全球治理
——写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之际

如何理解“贯穿全过程”的要求
—— 专家解读《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记者侯晓晨）针对美国发布
2018 年 度“ 国 际 宗 教 自 由 报
告”并继续攻击中国宗教自由
状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4 日
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摒弃偏见。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近日，美国务院发布2018
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
涉华内容继续攻击中国宗教自
由状况和新疆教培中心问题。美
国务卿蓬佩奥出席报告发布会
时称，历史不会对这些行为保持
沉默。你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美方所谓报告
涉华内容和蓬佩奥有关言论罔
顾事实，充满意识形态偏见，大
肆诋毁中国宗教和治疆政策，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
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他表示，中国政府依法保护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各族
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

“中国各类信教群众近 2 亿人，
其中 2000 多万人是穆斯林，宗
教教职人员 38 万余人，宗教团

体约 5500 个，依法登记的宗教
活动场所 14 万多处。新疆现有
清真寺2.44万座，平均每530位
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寺。”他
说，中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开放
透明，有关事实有目共睹。

耿爽说，相比之下，美国内
少数族裔的宗教、人权状况堪
忧。根据盖洛普和皮尤中心民调
数据显示，42％的美民众对种族
关系感到极度担忧，75％的穆斯
林认为美社会对穆斯林有严重
歧视。“根据我看到的公开数据，
美国全国的清真寺数量还不到
新疆的十分之一。”

耿爽表示，新疆事务纯属
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置喙。
新疆依法开办职业技能教育培
训中心，完全是出于反恐需要
的一种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
措施，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障
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宗教信仰自由和人权，根本
不是宗教问题。事实证明，中方
举措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新
疆社会大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发
展作出重要贡献。

外交部评美“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敦促美方尊重事实摒弃偏见

从农民到人民军队

﹃
后勤管家

﹄

—
—

开国少将彭显伦的清廉人生

记者再走长征路

王珩：“炮神”让炮弹长眼睛 李狄三：解放阿里的人民功臣

□新华社记者 李松 梅常伟 刘斐

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科科长、八路
军第 115 师供给部政委、华东军区供给
部政委、山东军区后勤部政委⋯⋯彭显
伦不是一位冲锋陷阵的猛将，却是一位
人民军队中出色的“后勤管家”。

22 日，新华社记者再走长征路，彭
显伦后人在广东南雄接受采访时，披露
了彭显伦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895 年 11 月，彭显伦出生在广东
南雄上朔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26 年 1 月，彭显伦加入中国共产
党。据史料记载，参加长征的南雄籍红军
战士中，唯有彭显伦1955年被授予少将
军衔，成为广东南雄惟一的开国将军。

“我父亲 1930 年参加红军时，已经
35岁。”彭显伦的女儿彭汇生说，父亲上过
几年私塾，会打一手好算盘，加之年纪偏
大，做事稳妥等，因此被分配到后勤部门。

彭显伦曾任红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
长、军需处科长、军医处政委；红三军第
九师供给处主任；红一军团供给部出纳
科科长。1939 年初随第 115 师一部进入
山东，彭显伦任八路军 115 师供给部政
委，山东军区供给部政委，滨海军区后勤
部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
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部政委，华东
军区供给部政委等职。

彭显伦的革命生涯中，几乎整天与
钱物打交道。他总是紧跟着前线战斗部
队在火线上，收集从敌人手中夺取过来
的物资，比如武器、弹药、服装、粮食等，
迅速处理并做好配送工作，使部队很快
地得到弹药装备的补充，保证了部队迅
速行动和作战。

彭汇生说：“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
我父亲带着后勤人员翻山越岭，宁可扔
掉食物，也绝不丢掉背包里的纸币，那是
红军的救命钱。”

一生与钱物打交道的彭显伦，对自
己却极抠门。“有一件衣服，他从 1937 年穿到 1944 年，打了 21 个
补丁。夏天把棉花掏出来，变为夏装。冬天塞进棉花，又成冬衣。”彭
汇生说。长期的艰苦生活，使彭显伦患了肺结核病。组织每个月特
批给他两只鸡，还有一点鸡蛋和白糖。但彭显伦却说，现在是困难
的时候，我不能搞特殊。经组织多次劝说，他才勉强答应留一部分。

彭显伦不但对自己极其苛严，而且也从来不为家属和乡亲牟
取私利。

1950年春，彭显伦轻装简从，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探望，
有些亲戚认为他已当上大官，手中有权，希望他拿些钱给家乡和家
中使用。

彭显伦听后，便耐心地解释说:“我手上是有钱有物的，但那都
是公家的，一个铜板都不能乱用。我只有身上穿的衣服，才是我自己
的⋯⋯”说完，他当场把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脱下，送给了对方⋯⋯

即使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彭显伦也不会给任何特殊照顾。彭
显伦参加革命后，把大儿子留在老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却让大儿
子继续在老家务农。

1958年5月1日，身患肺结核多年的彭显伦，与世长辞。
据新华社广州6月2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