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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通 讯 员 齐春华

本报讯 为动员全体干部职工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更加创新的思维
观念投身2023年各项工作，日前，江苏
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暨2023年度
安全环保责任状签订大会。

过去的一年，淮钢特钢全体干部

职工上下一心，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影
响、市场需求疲软、钢材价格下跌、原
材料价格反复振荡等复杂形势，坚持
抓牢经济生产与系统降本，动态调整
生产经营策略，推动产品提档升级，加
快推进技改项目建设，全力争取效益
效率最大化，在钢铁行业大面积亏损
的情况下实现“逆势飞扬”。全年共生
产铁301.7万吨、钢356.43万吨、轧材
278.31万吨、材坯338.34万吨、烧结矿
432.88 万吨、焦炭 80.86 万吨及发电

11.77亿千瓦时，实现销售收入167.15
亿元。

会议深入分析2023年企业发展形
势，科学部署 2023 年工作。会议指
出，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淮钢“十四
五”规划关键之年。面对新形势、新挑
战、新要求，淮钢将始终坚持安全生产
齐抓共管，全力保障员工生命红线；坚
持狠抓环保工作落实，全力维护企业
发展底线；坚持瞄准高端市场，努力提

升企业品牌价值；坚持创新思维，全面
挖掘企业效益增长点；坚持完善机制，
切实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

会议强调，新的一年，淮钢上下将
提振精神、奋力拼搏，进一步强化危机
意识、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坚持紧扣
效率、效益、人才“三大核心”，进一步提
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竞争能力和盈利
能力，为顺利实现集团“十五”规划目
标、打造基业长青的“百年沙钢”而努
力奋斗。

■融媒体记者 王 磊
通 讯 员 李海丽

本报讯 为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生活方式，近日，淮阴区南陈集镇中
心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及部分社区居
民开展“文明健康·绿色环保”健康知
识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就文明生
活、守护绿色、呵护健康、节能减排等
话题，倡导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极践
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养成注意个人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使用公筷公勺等文明习惯。同时，通

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解析不健康生活
方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大家
做绿色出行的倡导者、文明行动的实
践者。

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表示，在今
后的日常生活中，将带动身边人积极
践行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融媒体记者 王 磊
通 讯 员 赵志波 王慧颖

本报讯 为促进广大居民将节约
意识内化于心、节约习惯外化于行的
规范养成，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
社会氛围，1月 29日，“淮安市文明
村”洪泽区东双沟镇徐庄社区开展“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行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上门入户
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形式，引导

广大居民争做“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的宣传者、倡议者和践行者，让勤俭节
约成为常态。

此次活动既使广大居民对“光盘
行动”有了更深
刻的了解和认
识，又增强了大
家勤俭节约意
识，使“反对浪
费、崇尚节约”深
入人心。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洪泽区东双沟镇徐庄社区开展文明行动

情洒淮安大地
——纪念老共产党人李一氓诞辰120周年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竭尽中年力气
周旋淮海敌后

1990年8月，李一氓在回忆录自序中说：
“1941年发生了皖南事变，给我留下一个终生
难忘的遗憾。还好，我又来到了抗日根据地
苏北淮海区，竭尽了我的中年力气，周旋敌
后。”1942年3月，39岁、曾任新四军军部秘书
长的李一氓，奉命来到苏北淮海区任淮海行
署主任，兼任淮海区党委副书记，这对他来讲
显然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淮海区地处苏北腹地，陇海铁路横亘其
北，京杭大运河纵贯其间，是联系华北（山东）
和华中（苏北）两大战略基地的枢纽，是沟通
华中四大敌后根据地的纽带，具有十分重要
的战略地位。李一氓到淮海区任职时，新生
的淮海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一年多，由于日
伪不断“扫荡”和“清剿”，国民党地方顽固势
力根深蒂固，不断制造“摩擦”，加上土匪气焰
嚣张，不断捣乱，淮海区的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复杂。在这种形势下，正值人生经历、智
慧黄金时期的李一氓，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与淮海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一起，不惧强敌，
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担当起巩固与发展淮海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任，充分展现了不忘初
心、忠诚担当的伟大建党精神。

李一氓总揽政府工作的全局，殚精竭虑，
卓有成效地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建设，
形成了淮海区鲜明的地方特色，取得了许多
开创性的成果。一是坚持完善党的“三三制”
原则。1942年春，为调整淮海区首届参议会
参议员名额，李一氓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谈
心等方法，向党员干部及开明绅士反复宣传
党的政策，经过耐心教育，最后统一认识，真
正实行了党的“三三制”，圆满完成了淮海区
第二届参议会换届改选任务。二是重点抓好
农业生产，保证军需民食。淮海区很多老同
志讲“氓公抓生产、理财有办法”。他首先抓

“二五减息”这个“牛鼻子”，亲自领导减租减
息工作，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他直接抓粮食财经工作，相继主持召开全区
粮食和财经会议，修订了粮食征收、保管、支
派、领用条例，确定了人民的合理负担，保证
了抗日军队及民主政府的粮草需要；坚决贯
彻整理财政、统一收支方针，从而渡过了财政
难关。同时，他花很大精力抓大生产运动，亲
自培育典型，总结经验。1986年11月，李一
氓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几年农业丰收保证了
那个时期的艰苦岁月，不饿饭，能打仗，最后
能养得起抗日军队上万人，这是一件不太容
易的事。”可见，这里凝聚了他多少心血。三
是热心为反扫荡中殉国的烈士撰文建园。李
一氓热心筹划和参与各项祭扫活动，或举行
公祭，或撰文勒石，或建造陵园，以寄托对牺

牲的抗日将士、部属、战友的哀思和敬意。他
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陵园撰写的挽联和碑
文，已成为当今“彰显烈士英灵，激励后人圆
梦”的传世之作。

他积极支持和亲自参加泗沭县北裴圩
（今泗阳县爱园镇）修建烈士陵园，并用骈体
撰写了感人肺腑的碑文。四是积极抓好文化
教育。李一氓重视挖掘蕴藏在群众中的传统
淮海小戏，并大力扶持，使之成为淮海大地上
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他积极筹建以演唱京
剧为主的淮海（苏皖）实验剧团，还亲自编写
以明末农民起义为题材的25幕京剧《九宫
山》，该剧演出后，各方面反响强烈。他十分
重视教育工作，把扫除文盲作为一项重要工
作，摆上各级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全区冬学
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

永葆为民初心
建设新苏皖边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一氓任苏皖边区政
府主席。1945年12月10日，李一氓在接受
《新华日报》（华中版）记者采访时说：“把苏皖
解放区巩固起来，同时动员一切人民力量，反
对反人民的内战，保卫和平，以求得边区的和
平建设更加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发展起
来。”这是他代表政府向苏皖解放区2300万
人民的庄严承诺。

李一氓深知巩固和发展苏皖解放区的责
任重大，但面临着国内和平尚未实现的严峻、
复杂形势。面对日伪军长期蹂躏苏皖大地留
下的“烂摊子”，他没有却步，而是奋起前行，
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如磐初心，在华中分
局的直接领导下，开拓创新，励精图治，为创
造一个“全中国民主建设的楷模”倾注了全部
心血。首先是厉行民主，建立民主的政治制
度。进一步抓好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普
及文化教育，进行各种选举等，切实保障人民
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切
身利益；率先垂范，使边区政府内各方面人士
亲密共事，成为华中解放区党与非党人士真
诚合作的典范；制定和颁布各种条例和法规，
如《惩治盗匪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增强
公务人员奉公守法观念，严惩贪污行为，确保
政府的清正之风和社会良好的民主秩序。其
次，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开发生产。一是全
力领导人民生产救灾，多措并举，克服了40年
未遇的大灾荒。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五四”土改指示，制定配套政策条例，深入乡
村督查和总结经验。三是拨款和组织实施涉
及运河、淮河、旧黄河工程，江北（京杭）运河
邳县至高邮段大规模春修工程竣工后，使13
个县15万灾民受益。全边区疏通大、小河流
97条，农田受益面积在200万亩以上，并实行
以工代赈，救活了百万灾民。四是大力恢复
交通运输，积极扶助工商业，发挥本地资源优
势，重点发展食盐的运、产、销，努力增加财政
收入。采取以上措施，既让人民得以休养生
息，又极大地巩固了胜利成果，使苏皖解放区
成为展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窗口”。李一氓
以深厚的文化修养、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组
织才能，对全边区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
尤为突出的贡献。他在华中宣教大会上对全
边区文化战线进行大总结、大动员，促进了全
边区文化教育、文学创作、新闻出版等繁荣进
步。全边区教育事业恢复和发展很快，共有
近百所中等以上学校、1万所小学，在校学生
45万余人，相当于抗战前的3倍。在李一氓
的直接领导下，苏皖边区政府制定的《苏皖边
区国民教育实施法（草案）》被推广到全国解

放区。

此外，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
党军队向以两淮为中心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
攻，边区政府投入了全面紧张的战争准备，李
一氓兼任自卫备战动员局局长。在他的统一
指挥下，两淮地区工、农、商、学、兵组织了数
以百计的支前大军，卷入了支前运动。9月，
苏皖边区政府主动撤出淮阴城，李一氓仍继
续进行备战动员、组织工作，并先后承担和完
成两淮保卫战、涟水保卫战和宿北战役的繁
重支前任务。

阅尽红色沃土
魂系淮安人民

1978年12月，李一氓在《长风扫敌顽》序
中说：“我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和活动了5
年，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过这个地方的粮
食，我也和这地方的广大群众共过命运。当
然，我也还记得那些村庄、道路、田野、河流；
更记得那些淳朴而勇敢的人民。”字里行间，
充分表达了他对淮安大地和它的人民爱得何
等真挚、执着和热烈！李一氓直接生活在淮
安人民中间，深切体会到“淳朴而勇敢”的淮
安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既作了痛苦的牺
牲，亦作了伟大的贡献”。淮安人民是他主政
地区求解放谋幸福之本，是他和广大干部生
命安危之系，是他子女成长的养育之恩。正
因为这些缘由，这位老共产党人“总经常怀念
这个地区和它的人民”，也才会用自己生命的
最后底蕴，扑向淮安这片同舟共济的沃土。

1942年11月前，淮海区党委、行署机关

设在沭阳县张圩、陈圩一带，李一氓住在陈圩
街上一个姓丁的农民家里。刚到不久，他搞
到一辆旧自行车后，几乎每天都骑着这辆自
行车走村串户，深入群众中间，体察民情，听
取群众的意见。他和普通群众一样，朴实、随
和，没有一点架子，群众也很喜欢接近他。
1942年冬，日伪对淮海区进行空前规模的

“扫荡”，李一氓随区党委、行署机关一起转移
到泗沭县（今泗阳县）北裴圩、里仁、川城一
带，仍吃住在农民家里。此时斗争环境更加
残酷，有时一月数度搬迁，与敌周旋。为了不
惊动老乡，他通常就睡村边麦场上。有一次
来到里仁小朱圩（今属泗阳县），李一氓由于
白天行走太疲劳，天黑时躺下就睡着了，等到
醒来一看，才发现自己睡在一个牛棚里，身边
有几头牛，他却乐呵呵地说，“没想到昨晚与
牛大哥同睡一起”，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溢于
言表。李一氓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苏苏（乳
名）寄养在泗沭县穿城区倪大庄小学教师陆
秀璋家里。后来，淮海行署机关迁到倪大庄
附近的刘庄，近在咫尺，但李一氓从未去看过
孩子一眼。陆秀璋曾问他的夫人王仪：“苏苏
的爸爸离这么近，不来看看苏苏？”王仪说：

“老李说，如今战争年代，不知多少丢儿弃女，
我家孩子能有这样就不错了，现在哪有工夫
看孩子呢！”真是细微处见真情，从这件小事
上可见他心里装的全是淮安人民，唯独没有
自己的孩子，这是多么磊落的胸怀和高尚的
情操。

新中国成立后，李一氓仍十分怀念淮安
大地，怀念淮安人民。他非常关心淮安的社
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尤其关心农业生产和农
民生活的改善，并寄予殷切的厚望。每次淮
安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总是详细地询问淮
安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以及群众生活改善等
情况。每当听到淮安地区农业生产丰收和群
众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的喜讯时，他总是兴奋
不已。1979年秋，76岁的他重返淮安，走访
过去生死与共的老干部、老农民，畅叙当年的
斗争活动和革命情谊，临别时依依不舍。这
种在革命战争年代用火与血铸就的感情，是
任何力量打不散的，也是任何时候切不断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老共产党人李一
氓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地奉献给淮安
人民，是淮安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实现他
和先辈毕生奋斗追求的美好理想和伟大事
业，需要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推进。现
在，淮安人民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继
承和弘扬老共产党人和先辈的革命精神和优
良作风，勇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淮安新
实践，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
绘就更加富裕、更加文明、更加和谐、更加美
丽的淮安新画卷，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
党、无愧于先辈的新业绩。

33年前，《人民日报》短评《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称：“‘只称一个老共产党人，不要其他称谓’，这样的

遗嘱在我们党内是第一人。”这里所讲的“党内第一人”就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在淮安工作和生活了5年的李一氓

同志。1903年2月6日，李一氓出生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在65年的革命生涯中，积极跟随毛泽东、周恩来等老

一辈革命家经历了多次风暴，是一位久经考验、德高望重的忠诚战士。1942年3月中旬，他与刘少奇一起从苏北

盐阜区来到淮海区，直到1946年9月才与谭震林一起离开淮阴城。1990年冬，李一氓在临终前留下遗嘱“火化后

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大地上”，充分表露了这位老共产党人对淮安人民至死不渝的深情。值此李一氓诞辰

120周年之际，淮安人民循着他在淮安留下的脚印，缅怀他的不朽功绩，追思学习他的崇高风范和革命情怀，表达

对这位老共产党人永远的怀念。

1942年，淮海区领导人合影，右起：李
一氓、洪学智、刘震、金明、吴信泉、杨光池

李一氓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题写的
挽联：“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
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

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

1979年11月，李一氓（左）王仪（中）
夫妇在若飞桥前留影

淮钢召开2022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
淮阴区南陈集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健康知识宣讲

■融媒体记者 黄 煌
通 讯 员 黄雯露

本报讯 为弘扬社会组织正能量，
日前，市慈善总会携手小善公益会在清
江浦文庙组织社会组织、高中生志愿者
开展“益老益小”慰问活动，切实让残疾
人、孤儿、老人等群众感受到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活动中，志愿者们摆开蒸锅、架起

蒸笼，手工蒸制寿桃送给现场的残疾
人、孤儿、老人等，并与他们拉家常，
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等，同时为困难
家庭发放鱼、米、肉、蛋等生活物资，
将浓浓暖意带给每一个需要帮助的
人。

参加活动的志愿者们表示，此次活
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意义深远，让他
们真切体会到了关爱他人、服务社会
的快乐。作为社会组织志愿者，他们
将接过慈善的接力棒，积极动员更多
身边人投身慈善活动，为文明城市建
设贡献力量。

释放社会组织能量 共建文明和谐社会

市慈善总会开展“益老益小”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