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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走进思想高地，体悟红色基因
的赓续绵延；走进奋斗一线，触摸新时代改革
发展的强劲脉搏。

“无奋斗，不青春！”正如网友给我们这组
报道的留言：“家书里有深情，有信仰，交织成
波澜壮阔的百年画卷，致敬风华正茂的中国
共产党，致敬所有青春无悔的优秀党员，致敬
继往开来、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

一路追寻——品读英烈家书，
叩问革命青春

尺素传真情，片纸重千钧。
先烈们用泣血的文字写就的家书，为我

们架起了隔空对话的桥梁，引领我们穿越时
空，触摸历史的温度，看到他们青春的模样。

“我自从‘九一八’东北事变、‘一二八’上
海抗战之后，悲愤交集……仓卒离家，一切骨
肉亲戚朋友无暇顾及辞别……救国才能顾
家，国亡家安在！”在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
园，读着高捷成烈士 1937 年写给家里的一封
信，记者被他的一腔热血深深打动。

是怎样的“执念”，让高捷成义无反顾地
走上革命道路，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年轻的生
命？高捷成的革命青春让记者充满好奇。

穿行 1700 多公里，记者赴福建漳州、厦
门，到高捷成家乡，到他求过学的厦门大学，
去寻找答案。

23岁参加红军，34岁对敌突围牺牲，高捷
成在有限的生命中创立红军会计工作制度，
创办冀南银行，为革命的“枪杆子”提供“钱袋
子”支持。然而，一个掌管亿万资产的银行行
长，没有给家里留下一分存款。

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神，一
个时代的性格是青春代表的性格。

漫步漳州，望着车水马龙的街道，记者心
中的疑问逐渐有了答案：生逢乱世，心忧天

下，“救国才能顾家”，高捷成的选择告诉我
们，青春理想只有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
相结合才最有价值。

青春如何度过才不负时代？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左权用火热的

生命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
98年前，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

老，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从此踏上了救
国救民之路。“决心与华北人民共甘苦、共生
死……”这句写给母亲家书里的话是他的青
春誓言。

多次粉碎日军围剿，协助彭德怀指挥百
团大战，保卫黄崖洞激战8昼夜以少胜多……
一串串生死的经历，记载着他的热血青春。

从左权家乡湖南醴陵采访归来，记者发
出这样一条微博：“在战争间隙，他不是在争
分夺秒地研究战况，就是在撰写军事理论文
章，生命始终为理想信念而燃烧，这就是左权
的青春。”

青春为谁奋斗才最有意义？
寻访查茂德烈士后人时，线索几次中断，

几经辗转，记者联系到查茂德烈士在天津的女
儿查雪，而家书背后的历史更令人震撼——

脑中还留着弹片，一只眼睛被敌人打
掉……即便如此，也没能消减查茂德奋战
到底的决心。听到战斗的号角响起，查茂
德毫不犹豫地冲到了最前面……

从河北邯郸到安徽霍山，10 多天奔波采
访，记者每一天都在感动与收获中度过：“这
些奋斗中永生的青春，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
到年轻人应有的理想与激情，应有的责任与
担当。”

百年历史长河，不断向前奔涌。一路追
寻，烈士们青春的面孔在我们心中越发闪光，
他们的革命理想更像星空北斗，成为我们奋
斗青春最醒目的精神坐标。我们把这样的答

案融入一篇篇报道——
“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

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
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一路感动——重温英烈事迹，
感悟初心之纯

建党百年之际，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初心”这一高频词被反复提及。11
封家书，11 组报道，每一次采访，都是对烈士
初心的探寻。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甘愿抛却荣华，
为无产阶级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采访史钦
琛烈士的事迹时，这样的疑问一直萦绕在记
者心头。

出生地、牺牲地、安葬地，循着史钦琛烈
士的生命轨迹，记者辗转邯郸临漳、山东莘县
等地寻找答案。

“我伯父见到在监狱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父亲，哭着劝他回家，父亲死活不同意。他
说，‘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怎么能看着国土沦
陷、人民受到欺侮而不顾’。”听着烈士后人用
颤抖的声音讲述，记者红了眼眶，后来也将这
番话写入报道。

家与国之间，无数如史钦琛一般的革命
烈士，用“终身献于革命事业”的如磐初心照
亮了暗淡的夜空。

坚决革命，初心不改。抉择只在一瞬间，
但其分量重若千钧。

在新河县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采访，馆长
宋秀英讲述的一则故事，令人潸然泪下。

长征途中，董振堂率部掩护军委纵队二
渡赤水，刚刚撤出阻击阵地，突然接到有孕妇
难产的通知。他立即率部返回阵地，一次次
击退敌人的进攻，为婴儿顺利诞生争取了宝
贵时间。战斗结束，有战士发牢骚，董振堂怒

斥：“我们今天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明
天吗？”

采访至此，记者深感，这不正是烈士坚守
初心、全心为民的最生动写照？置身战争的
洪流，无数烈士将生死置之度外，用不变的初
心在我们心中树起一座座丰碑。

重温家书，我们捧读慷慨悲壮的绝笔，铭
记满腔赤诚的誓言，那里有先烈最纯粹的初
心使命。

“如果不死的话，要好好地为大众的利益
去干一番。”这是孔繁蕤烈士坚定的初心；

“拿出最大决心和牺牲精神与人民立
功。”这是查茂德烈士决绝的初心；

“国乱日甚，非革命不可。”这是江浩烈士
无悔的初心；

……
采访归来，我们总被问到最大的收获是

什么。我们想说，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
看到多远的未来。在历史的天空中，唯有初
心永恒。

一路见证——喜看家乡巨变，
汲取奋进力量

北京、天津、山东、浙江、安徽、湖南、江
苏、福建……我们以河北为原点，沿着11位革
命先烈的足迹，一路追寻，一路见证。

穿越百年历史烟云，站在烈士家乡故土，
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变”：路在变、房子在
变、学校在变、生活在变……

“现在大部分村民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块，
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添置了小汽车”“村里新
修了水泥路，镇里的纸板产业也越做越大，家
门口就能找到工作”“村里还建起了文化广
场，人们休闲娱乐有了好去处”……见有记者
采访，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在玉田县北刘桥村江浩故居，时常会有
人来参观学习。近距离聆听烈士故事、感受
故园新变，记者深深感到：“盛世如您所愿，红
火幸福的新生活，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

在孔繁蕤烈士的家乡沙河市，一项又一
项“智造”，带动玻璃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迈进；在傅兆勤烈士的家乡迁西县横
河村，通过改良板栗品种，村民们增收又有了
新盼头；在雷烨烈士的家乡浙江省金华市金
东区新后项村，抬头可见绵延天际的高铁轨
道，家家户户都住上了5层高的新楼房……

这一路，我们穿越绿水青山，见证红火的
小康生活，也真切感受到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在北京一座幽静的庭院，记者拜访了胡
里光烈士的女儿胡骁焰。她拿出一张自己拼
接的与父亲跨时空的“合影”，向记者述说关
于父亲的往事。

照片上，30岁的父亲和18岁的她，眼神同
样坚毅，面庞同样年轻。记者感叹，生与死的
距离固然不可逾越，但精神却可以穿越时空，
代代相传。大学毕业后，胡骁焰主动参军，到
南海舰队当了一名护理兵。她也像父亲一
样，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行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为新闻工作
者的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

我们缅怀雷烨这位新闻战士，他以相机
纸笔为刀枪，用一个个真实的画面、一段段生
动的文字，记录着那段浴血奋战的史实。

在各地的烈士陵园、纪念馆，新闻前辈们用
生命换来新闻图片，在战火中写就新闻报道，都
让我们倍感这份职业的神圣。深入基层、深入
一线、深入群众，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的作品，我们一路践行，我们将永远践行。

循着家书访家乡，回望历史，青春的光芒
刺破黑暗，照亮前行之路；感触幸福，青春的
力量代代相传，砥砺复兴之志。

中共中央政治局 5 月 31 日召开会
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
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国家近
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效果如
何？此次调整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31 日接受
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顺应人口发展规律，积极
应对少子老龄化

问：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发展
的大事，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关系千家万
户。当前，我国决定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主要基于哪些考虑？

答：我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推
行计划生育，1982年将之写入宪法确定
为基本国策。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
全社会共同努力下，计划生育工作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口过快增长
得到有效控制，人口素质明显提高，促
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
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
先后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
策部署，取得了积极成效。实践充分证
明，党中央、国务院在人口结构转变的
关键时期，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积极回
应社会期待，适时作出重大决策。

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
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
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
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
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

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
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近年来政策调整使全国
累计多出生二孩1000多万人

问：近年来，我国对生育政策作出
了几次调整，产生了怎样的效果？

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问题，
先后作出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
的重大决策，取得明显成效。

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看，目
前 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从 2010 年的
16.6%提高到 2020 年的 17.95%。近年
来，由于政策调整原因全国累计多出生
二孩 1000 多万人。出生人口中二孩占
比由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近年来
的 50%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2013
年的118降至目前的111左右。

出生人口下降，群众生育
意愿有待释放

问：我国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为
什么近年来出生人口仍有下降？

答：世界发达国家普遍生育水平较
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
水平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社会保
障完善，少生优生成为社会生育观念的
主流。近年来，出生人口下降的主要原
因有：

一是生育妇女规模减少，婚育年龄
推迟。一方面，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
规模不断下降。“十三五”时期，20-34岁
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 340 万
人，2020 年同比减少 366 万人。另一方
面，婚育年龄推迟造成当期生育的妇女
减少。2006-2016 年，我国女性平均初

婚、初育年龄分别从23.6岁、24.3岁推迟
到 26.3 岁和 26.9 岁，20-34 岁女性在婚
比例从75.0%下降到67.3%。此外，全国
结婚登记人数连续 7年下降，从 2013年
的1347万对下降至2020年的813万对，
减少 40%。其中，初婚登记人数从 2386
万人下降至1399万人，减少41%。

二是群众生育意愿降低。目前，我
国“90 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
1.66 个，比“80 后”低 10%。2019 年全国
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
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
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
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
的关键。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相当比
例的家庭想生不敢生，排名前三的原因
是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
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调查显
示，因为“经济负担重”的占 75.1%，“没
人带孩子”的占51.3%，女职工生育后工
资待遇下降的有 34.3%，其中降幅超过
一半的达42.9%。

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多
项调查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多
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下降。受疫情
影响，年轻群体就业、收入状况不确定
性明显增加，婚育安排进一步延后或取
消。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与 2019 年同
期比较下降幅度较大，可能与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有一定关系。

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
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问：实施三孩政策，还需要哪些配
套措施？

答：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
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
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

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
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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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优生
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
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
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对
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
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
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要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
帮扶保障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社会组
织参与的扶助关怀工作机制，维护好计
划生育家庭合法权益。要深化国家人
口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区域人口发展规
划研究，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

问：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
加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对改善人口
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等方面会产生怎
样的影响？

答：老龄化是全球性人口发展大趋
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
国情。20 世纪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占比超过 10%，进入老龄社会，
预计“十四五”末期将由轻度老龄化转
入中度阶段（占比超过20%），在2035年
前后进入重度阶段（占比超过 30%）。
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
及配套支持措施，长期看有利于改善人
口年龄结构，扩大新增劳动力供给，减
轻老年人口抚养比，缓和代际之间矛
盾，增加社会整体活力，降低老龄化峰
值水平。

新华社北京5月31日电

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新华社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丹麦媒体日前爆料，美国国家安
全局利用同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
系，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
欧洲盟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此事令
欧洲舆论一片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素以“网络安全卫
士”自居的美国屡屡爆出监听欧洲盟
友的丑闻，使跨大西洋关系不断遭受
重击，双方之间互信削弱、裂痕更深。

丹麦地处北欧咽喉要道，南与德
国接壤，北与挪威、瑞典隔海相望。连
接荷兰、英国、挪威、瑞典、德国的海底
电 缆 有 多 个 关 键 登 陆 站 建 在 丹 麦
境内。

丹麦广播公司与瑞典、挪威、德国和
法国的媒体合作，在针对丹麦国防情报
局2012年至2014年工作的一份秘密内

部调查报告中，发现了“惊人的结果”。
这个代号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

调查报告于 2015 年完成，其得出的一
个重要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
与丹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有目的地接
入丹麦互联网以获取数据，从而能够
监听目标国家高层官员，其中包括德
国总理默克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
任德国外长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
国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
以及法国、瑞典、挪威等国领导人。

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盟
友监听盟友，监听范围非常广泛，不仅
截获手机短信和电话内容，还能获取
互联网上的搜索内容、聊天信息等。

针对这一报道，丹麦国防大臣布
拉姆森在给丹麦广播公司的一封电子

邮件中回应说，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
性窃听是不可接受的。

挪威和瑞典政府也要求丹麦政府
立即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瑞典国防
大臣胡尔特奎斯特表示，希望了解事
件的全部信息。挪威国防大臣巴克－
延森称，将“严肃对待”这一事件。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
莱芒·博纳在接受法国新闻台采访时表
示，此事如获证实，其性质“极其严重”。

德国联邦议院负责调查此前美国
监听事件的委员会负责人帕特里克·
森斯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情报部
门背后的驱动力“不是友谊，也不是道
德伦理，而是对利益的追逐”。

素以“网络安全卫士”自居的美
国，实际上一直在对欧洲盟友大搞间

谍活动。2013 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
雇员斯诺登通过媒体揭露美国政府广
泛监听国内外电话及互联网通信，在
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默克尔的手机
也在美情报机构监听范围之内。

此后，“维基揭秘”网站又在 2015
年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先后监听过
法国三位总统希拉克、萨科齐和奥朗
德，获取了关于他们施政的一些重要
情报。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曝光的丑闻再
次暴露了美国我行我素持续监听欧洲
盟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心
态。这将令美欧修复关系的努力面临
新挑战，“美国优先”政策给跨大西洋关
系留下的深深裂痕将愈加难以弥合。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5月31日电

美国安局被曝监听默克尔等盟国官员

美又陷“窃听风云”欧洲盟友再寒心
新华社记者 林 晶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者吴雨）记者31日从中国人
民银行获悉，为加强金融机构
外汇流动性管理，人民银行决

定，自2021年6月15日起，上调
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
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7%。

央行出手，6月15日起金融机构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调到7%

据新华社香港5月31日电
（记者周文其）香港特区政府发
言人 31 日介绍，《2021 年完善
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于
当日正式刊宪生效。

发言人表示，这一条例旨
在落实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全
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香港基本
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以及香港一
系列有关公共选举的改善措
施。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将为

“爱国者治港”全面落实提供坚
实保障，让香港重回发展正轨，

“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确
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将按
照修订的相关选举法例，妥善
筹备和举办接下来的选举委员
会界别分组选举、立法会换届
选举和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并
将一如既往地与选举管理委员
会、选举事务处紧密合作，致力
于确保选举在公平、公正、公开

的原则下举行。
自 3月 11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
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完善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的工作便正
式拉开帷幕。3 月 30 日，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和附件二修订案，对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
法作出系统修改和完善。

特区政府于 4 月 13 日将
《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
订）条例草案》刊宪，4 月 14 日
提交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特区立法会法案委员会 4月 17
日召开首次会议，对条例草案
相关细则详加研究；5 月 3 日，
法案委员会完成条例草案审议
工作；5月 26日，条例草案在立
法会恢复二读辩论；5月 27日，
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高票通过。

香港《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
（综合修订）条例》正式生效

据新华社广州 5 月 31 日
电（记者徐弘毅）广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 31 日通报，5 月 30
日 0-24 时，广东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 20 例（其中 16 例为无
症状感染者转确诊），广州报
告 18 例（其中 14 例为无症状
感染者转确诊），佛山报告 2
例（均 为 无 症 状 感 染 者 转 确
诊）；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3

例，深圳报告 2 例，佛山报告 1
例。

5 月 30 日 0-24 时，广东省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例，广
州报告，分别来自柬埔寨、印度
尼西亚和坦桑尼亚。新增境外
输入无症状感染者3例，广州报
告 2 例，分别来自中非和阿联
酋；佛山报告 1 例，来自法国。
新增出院2例。

广东增20例本土确诊病例
其中16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者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服务
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 31日发布数据，5月份，
中 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为51.0%，微低于上月0.1
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以
上，制造业保持平稳扩张。

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型企
业 PMI 分别为 51.8%和 51.1%，
比上月上升 0.1 和 0.8 个百分
点，均高于临界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8.8%，比上月下降 2.0
个百分点，低于临界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
心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5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上
月相比变化不大，景气度继续
高于 2019 年和 2020 年同期，制

造业延续稳定扩张态势。
数 据 显 示 ，生 产 指 数 为

52.7%，高于上月 0.5个百分点，
制造业生产扩张有所加快；新
订单指数为51.3%，低于上月0.7
个百分点，但仍位于景气区间，
市场需求扩张步伐有所放缓。

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
造业景气度持续上升。赵庆河
表示，高技术制造业PMI连续3
个月上升，本月为 55.2%，位于
较高景气区间，产业保持较快
增长态势。高技术制造业生产
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高位景
气区间，为61.5%；同时，从业人
员 指 数 连 续 3 个 月 保 持 在
51.0%以上的扩张区间，表明高
技术制造业企业用工持续增
加，对未来市场发展信心充足。

5月份制造业PMI为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