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情指出：“了解历

史 ，才 能 看 得 远 ；永 葆 初 心 ，才 能 走 得

远。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

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

之一。”

位于安徽、湖北、河南三省交界处的

大别山，雄踞江淮之间，东瞰南京，西扼

武汉，山川壮美，气势雄浑。大别山更是

一片红色热土，闻名于世的将军县红安、

金寨就位于其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无数英雄的大别

山儿女胸怀理想信念，投身革命洪流，对

党忠诚、顽强奋斗、不怕牺牲，不仅开辟

出 仅 次 于 中 央 苏 区 的 全 国 第 二 大 苏 区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还创建了转战

10 余省、歼敌 30 余万的红四方面军，为

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传播马列：撒下革
命的种子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武汉，

九省通衢，华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

思想、新文化传播交流的重要基地。早

在党成立之前，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

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在武汉利用创办

书 社 、学 校 为 阵 地 和 掩 护 ，传 播 马 列 主

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中共一大后，从上海返回的董必武、

陈潭秋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

织，进行革命活动，把党的影响扩展到了

荆楚大地。

戴克敏、戴继伦、王鉴、王秀松、曹学

楷、蔡济璜、王宏文、刘象明、桂步蟾、萧

方、汤经畲……这些对今天的人们来说

可能有些陌生的名字，都是来自大别山

地区的热血青年，后来成为创建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者。他们在武汉

求学期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

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影响到武汉三

镇。这些青年学子再也无心求学，纷纷

返回自己的家乡，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

阀思想，吸收发展优秀分子入党，犹如一

颗颗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大别山区。

1925 年秋，黄安（今红安）籍党的创

始人之一董必武来到麻城宋埠，广泛接

触、宣传群众，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向封

建势力展开斗争，做主宰自己命运的革

命人。同年冬，中共黄安、麻城特别支部

成立。此后，附近的罗田、孝感，河南的

商城、潢川，安徽的六安、霍邱，也相继成

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建立后，出版进

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建立群众团体，

开展工农运动，在大别山地区点燃了革

命斗争的火焰。

随着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鄂、豫、

皖诸省，首先是鄂东地区 10 余县迅速掀

起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运动。昔日

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地主、土

豪劣绅被打倒，农村中的封建秩序被冲

得七零八落，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

穷人第一次成为主人。经过大革命风暴

的洗礼，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在大

别山人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武装暴动：唤起工
农千百万

1927 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极为特殊

的年份。这一年，既有国民革命如火如

荼、不可阻遏的胜利欢欣，也有国民党右

派 背 叛 革 命 、大 革 命 陷 入 失 败 的 痛 苦

挫折。

这一年的 3 月，34 岁的毛泽东写出

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光辉著

作，针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非

难，响亮回答，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

而是“好得很”！充分肯定农民起来革命

的正义性必要性。在同年召开的八七会

议上，他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

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

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传到大别山地

区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坚持斗争的党

员和工农群众深受鼓舞，很快重新燃起

了革命的熊熊烈火。

1927 年 11 月 13 日晚，在中共黄麻特

委领导下，自卫军、义勇队和成千上万拿

着土枪、刀矛和扁担的农民，从四面八方

涌向黄安城，黄麻起义爆发。次日，起义

军攻占县城，红旗第一次插上了古老的

黄安城头。随后，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

革命军鄂东军宣告成立。这是大别山地

区 的 第 一 个 工 农 政 权 和 第 一 支 人 民 武

装，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和红四方

面军建军的起点。革命军一开始就建立

党代表制度，以确保党对革命军队的绝

对领导。

创业艰难百战多。工农革命军鄂东

军建立后，游击木兰山，开辟柴山堡，在

同强敌的频繁战斗中逐渐成长，番号也

变为红 11 军 31 师。至 1929 年 5 月，部队

发展到近 400 人枪，在鄂豫边界纵横百余

里的区域内形成武装割据。

1929 年 5 月 6 日，农历立夏，商城南

部爆发起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红 11 军

32 师，创建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1 月，

六安独山、金家寨（今金寨）和霍山西镇

等地爆发农民起义，随后建立了红 11 军

33 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从黄麻起义到六霍起义，经过两年

多的艰苦斗争，党在鄂豫皖边先后建立

起 3 块根据地和 3 支红军，土地革命终于

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

发展鼎盛：八月桂
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

竖起来！”这首改编自大别山民歌、当年

在鄂豫皖苏区广为传唱的红色歌曲，正

是革命大好形势的生动写照。

1930 年 4 月，郭述申、许继慎等人在

黄安北部的箭厂河组织召开会议，传达

党中央指示，组成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

红 1 军前委，决定对鄂豫皖地区的 3 支红

军进行统一改编，郭述申任特委书记，许

继慎任军长。这次会议，统一了根据地

领导，统一了红军指挥，在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

地位。

聚指成拳，才能更好地集中兵力打

击敌人。改编后红 1 军从以前只能打击

反动民团武装和少量敌军正规部队，发

展到能整旅整团地歼灭敌军，部队也在

战斗胜利中不断壮大。至 1930 年 10 月

光山整编，全军已从改编时的 2100 余人

发展到 6000 余人，武器装备明显改善，军

政素质迅速提高。1931 年 1 月，红 1 军与

红 15 军合编为红 4 军，全军 1.25 万人；11
月 7 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胜利 14 周年的

欢乐声中，红 4 军与皖西新组建的红 25
军合并组建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

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全军兵力近 3 万人，

成 为 仅 次 于 中 央 红 军 的 第 二 支 主 力

红军。

1932 年 5 月 8 日，在徐向前的正确指

挥和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下，历时 48 天的

苏家埠战役宣告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

歼敌 3 万余人，缴获长短枪 1.6 万余支、机

关枪 250 挺、炮 44 门、电台 5 部，击落敌机

1 架，取得了鄂豫皖红军自创建以来的空

前大捷。

1930 年冬到 1931 年夏，鄂豫皖红军

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两次“围剿”。

面对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不待敌

人进攻，主动出击，先后发起了黄安、商

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歼敌 6 万

余人，干净利落地打破了“围剿”。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到东起淠河，西迄平

汉路，北濒淮河，南至黄梅、广济的广大

地区，总面积 4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 350
余万，拥有 6 座县城，并建立起 26 个县的

革命政权；红军主力部队发展到 4.5 万余

人；各县独立师、游击队和赤卫军等也发

展到 20 余万人。这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和红军发展的极盛时期。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

大别山人民的无私支援。人民群众除了

送儿送郎当红军外，还直接帮助红军作

战，所谓“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

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反

映的正是军民一家亲、团结打胜仗的宏

大气势和动人场景。

红旗不倒：英雄史
诗铸丰碑

1932 年 7 月，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调

集 30 万大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

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由于王明

“左”倾冒险主义影响和张国焘的错误指

挥，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

离 开 辛 苦 创 建 并 为 之 奋 斗 牺 牲 的 根 据

地，离开家乡亲人，开始了漫漫西征。

但 是 ，大 别 山 军 民 并 没 有 停 止 斗

争。不久，中共鄂豫皖省委重建红 25 军，

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1934 年

11 月，红 25 军奉命北上抗日，鄂豫皖党

组织又组建了红 28 军，在高敬亭等人的

领导下继续战斗。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侵

入根据地，实施了灭绝人性的报复。敌

汉口总司令部下令，对苏区，壮丁一律处

决，房屋一律烧毁，粮食分给“剿共”义勇

队 …… 反 动 军 队 和 地 主“ 还 乡 团 ”打 着

“有民就是匪，民尽匪尽”“驻尽山头，杀

尽猪牛，见影就打，鸡犬不留”的口号，实

行野蛮的屠杀政策。

在敌人的疯狂进攻破坏下，到 1934
年冬，鄂豫皖苏区仅剩下 4 块残缺不全的

小根据地，群众不足千户，干部战士加伤

员仅余千人。他们露宿深山，不但衣食

无着，还长期吃不到盐，几乎全靠野菜、

树根果腹，过着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

但是，久经革命烈火考验的鄂豫皖

军 民 ，没 有 被 敌 人 暴 行 吓 倒 ，没 有 被 眼

前 困 难 征 服 ，他 们 用 红 土 在 石 头 上 写

道：“树也砍不完，山也烧不尽，只要青

山在，到处有红军”，表达了革命到底的

坚定信念。在霍山，一区某村庄遭到敌

人集体屠杀后，群众夜间偷偷掩埋烈士

遗 体 时 ，发 现 区 主 席 身 体 还 是 热 的 ，抢

救苏醒后，他第一句话就是：“敌人没有

杀 死 我 ，我 还 要 干 革 命 ，我 忘 不 了 革

命。”在黄安，一名党员在逃出监狱时，

还在墙上留诗一首：“大别山里出好汉，

生 就 骨 头 似 铁 坚 ，今 夜 逃 出 虎 狼 口 ，明

天回来报仇冤。”

就这样，鄂豫皖军民凭着对党的赤

胆忠诚和革命的必胜信念，宁死不屈，浴

血 坚 持 ，使 大 别 山 红 旗 始 终 屹 立 不 倒 。

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

四军第 4 支队，东进抗日，奔向了民族解

放的新战场。此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大

别 山 一 直 是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重 要 的 活 动

区域。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付出了

巨大代价，作出了重大牺牲，共有 20 万英

雄儿女献出了宝贵生命，仅在册的烈士

就有 13 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牺牲。

“ 一 寸 山 河 一 寸 血 ，一 抔 热 土 一 抔

魂。”党领导人民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

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犹如一座巍峨的丰

碑，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画卷上，创造

出的“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

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党和

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执 笔 人 ：国 防 大 学 政 治 学 院 董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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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早期革命根据地及主要创建者

琼崖（即海南岛）革命根据地是中

国共产党在我国南方较早创建的一块

革命根据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

琼崖革命根据地军民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三个历史时期，坚持了长达 23 年的

武装斗争，直至最后胜利，创造了孤岛

奋战、红旗不倒的成功范例，为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功勋。

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

海南人民勤劳勇敢，富有光荣的

革命斗争传统。近代以来，海南人民

为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一系列不屈的抗

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积极向

海南传播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

1926 年 6 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

会在海口市解放西路竹林里 131 号秘

密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共琼崖地方委

员会，这标志着海南革命斗争在党的

领导下正式展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

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建立革命武装的

重要性。1927 年 9 月 23 日，中共琼崖

特委响应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暴动的

号召，发动和领导了椰子寨战斗，揭

开 了 海 南 人 民 武 装 总 暴 动 的 序 幕 。

11 月，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第四区召开

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了建立革命根

据地的方针。会后，陵水县工农革命

军在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的驰援

下攻占陵水县城，成立了海南第一个

苏 维 埃 政 权 —— 陵 水 县 苏 维 埃 政

府。接着，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继

续 南 征 ，翌 年 1 月 攻 占 海 南 重 镇 三

亚。1928 年 2 月，琼崖工农革命军改

称 琼 崖 工 农 红 军 ，共 1400 余 人 。 至

此，以乐会四区为中心的琼崖革命根

据地基本形成。

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国民党政府

极度恐慌，1928 年 3 月，国民党军队对

琼崖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特

委书记王文明率红军余部转移到母瑞

山地区坚持斗争。1929 年春，琼崖特

委抓住国民党军队撤离的有利时机，

逐渐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其间，王

文 明 病 逝 ，冯 白 驹 继 任 琼 崖 特 委 书

记。此后，琼崖土地革命进入新高潮，

乐会、琼东等 6 个县建立苏维埃政府，

红军发展到 2000 人，成立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二独立师。1932 年 7 月，国民

党军又对琼崖根据地实施了第二次

“围剿”。“冯白驹带领 100 多人在母瑞

山坚持了 8 个多月的斗争，保存了特

委 领 导 核 心 ，保 存 了 革 命 的 火 种 。”

1933 年 4 月，冯白驹带领仅存的 25 人

突围下山，回到琼文老区，与坚持琼文

地下斗争的同志们会合，积极开展游

击战争。1936 年 5 月，成立琼崖工农

红军游击队司令部，逐渐恢复扩充了

革命武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琼崖红军游

击队于 1938年 12月改编为广东省民众

抗日自卫团第 14 区独立队。1939 年 2
月，日军入侵海南岛，冯白驹领导的琼

崖抗日独立队，在琼山县潭口镇英勇阻

击登陆的日军，打响了我党领导海南人

民抗战的第一枪。随后，独立队创建了

琼文抗日游击根据地，3月，独立队扩编

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

1940年 12月，国民党顽军发动“美合事

变”，独立总队坚决反击，多次打退了国

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1942年

至 1943 年，由于日军向我根据地进行

疯狂“蚕食”和“扫荡”，加之国民党顽军

的两面夹攻，海南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最

残酷、最困难的时期。对此，琼崖特委

坚决执行“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方

针，独立总队（1944年独立总队改称独

立纵队）向海南岛西南地区发展，广泛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至抗战胜利，部队

发展到 7700 余人，民兵近 1 万人，根据

地扩大到占全岛 1/2 的地区，人口 100
万以上。

解放战争开始后，根据地军民在

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挫败了国民党

军 队 的 多 次“ 清 剿 ”。 1947 年 10 月 ，

独立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

纵队。 1948 年夏，建成包括白沙、保

亭、乐东 3 县在内的五指山中心根据

地 。 1948 年 秋 至 1949 年 夏 ，琼 崖 纵

队对国民党军发动三次攻势，解放了

全岛大部中小城镇和农村，部队发展

到 2 万余人，民兵 8 万余人。正当我

军节节胜利之际，各路国民党溃兵退

到 海 南 岛 ，兵 力 骤 增 到 10 余 万 人 。

为 此 ，琼 崖 纵 队 一 方 面 积 极 组 织 反

“清剿”，一方面全力配合我第四野战

军 渡 海 作 战 的 一 切 准 备 。 1950 年 3
月，在根据地军民的帮助下，第四野

战军两个加强营与两个加强团先后

分批潜渡海南岛成功，4 月中旬，第四

野 战 军 15 兵 团 主 力 登 陆 成 功 ，在 琼

崖纵队协同配合下，4 月 23 日胜利解

放海口，接着部队挥师追歼逃敌。 5
月 1 日 ，海 南 全 岛 获 得 解 放 ，海 南 历

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独特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琼崖革

命根据地坚持了 23 年艰苦卓绝的斗

争，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

动派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人民革命

斗争史上起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琼崖革命根

据地军民奋战孤岛，牵制敌人力量，紧

密配合了南方各根据地的反“会剿”和

反“围剿”斗争。1928 年初，琼崖革命

根据地牵制了国民党蔡廷锴师兵力有

一年多时间，支援了井冈山根据地粉

碎敌人“进剿”的斗争。 1930 年底到

1931 年秋，在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

斗争期间，琼崖革命根据地军民使国

民党海军陆战队三个团被迫困守在海

南岛的三个孤立据点，无法过海参加

蒋 介 石 发 动 对 中 央 苏 区 的 三 次“ 围

剿”；1932 年 7 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

“围剿”时，广东军阀陈济棠也不敢置

海南岛不顾而全力进攻中央苏区。这

无疑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

地反“围剿”斗争的有力支援，同时也

对打破敌人的进攻起到了战略上互相

策应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琼崖革命根据地

对日寇“南进”兵站基地形成威慑。据

统计，在 6 年多的敌后斗争中，根据地

军民先后同日伪作战 2229 次，毙伤日

伪军 5608 人。与此同时，根据地军民

营救了盟军的多名飞行员，帮助了大

批上海、广州、香港同胞逃离虎口。琼

崖敌后革命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斗争，

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法西斯东方战场的

兵力，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为

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琼崖革命根据地

武装力量向国民党残敌全面出击，粉

碎了国民党退踞孤岛卷土重来的部

署，有力地配合了大军解放海南岛。

解放大军之所以能迅速完成渡海作战

任务，成功经验有三：一是党中央的正

确领导，二是参加渡海作战的全体指

战员的英勇奋战，三是琼崖革命根据

地军民的积极配合。这是对琼崖革命

根据地军民最大的褒奖。

琼崖革命根据地在我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各个时期，作出的贡献、建立

的 功 勋 ，将 与 日 月 同 辉 ，永 远 彪 炳

史册。

特色鲜明的革命精神

琼 崖 革 命 精 神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下琼崖根据地人民进行长期革命

斗争过程的写照和产物。琼崖革命

精神具有鲜明的海南特色，传承了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了党的性

质和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

财富。

孤岛奋战的精神。琼崖革命是在

独特的地理环境中进行的。海南岛四

面环海，琼崖革命根据地远离大陆和

主力部队，不但面临着反革命势力在

陆地上的重重封锁，而且还面临着来

自海上的重重包围，琼崖人民必须在

党的领导下，依靠自身的力量，独立与

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可能得

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因而，在海南

岛坚持革命斗争，比其他革命根据地

更为困难。琼崖党组织曾两次长期与

上级“失联”，在敌人封锁围剿的残酷

恶劣环境中，仍然坚定革命的理想信

念，坚持孤岛奋战，保存革命火种，最

终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

奇迹。

妇 女 革 命 的 精 神 。 海 南 妇 女 在

琼崖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

海南岛地理环境特殊，海南男性大都

会 外 出 谋 生 ，女 性 除 承 担 全 部 家 务

外，还必须承担家庭中的绝大部分户

外生产劳动，是家庭生产和生活的支

柱。这不仅锻造海南女性能够承受

繁重劳动的身体素质，而且培养了她

们自立自强、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

心理素质。在革命斗争中，海南女性

与 男 性 同 胞 一 样 ，直 接 参 加 一 线 战

斗。例如，1932 年反“围剿”斗争中，

女子军特务连参加了极为惨烈的马

鞍岭战斗，为掩护主力撤退，特务连

大部壮烈牺牲。海南“红色娘子军”

彰显的坚强革命性，就是琼崖革命精

神的生动写照。

民族团结的精神。海南人民在长

期的革命斗争中，虽然曾组织了多条

统一战线，但几乎所有统一战线中都

有两支重要的力量：琼侨（海南华侨）

和少数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

琼侨与祖国和家乡同呼吸、共命运，积

极支援海南人民的抗日战争。海南少

数民族也在党组织的宣传和动员下，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配合或直接参加革

命 斗 争 。 例 如 ，1943 年 王 国 兴 带 领

黎、苗族人民举行了著名的白沙起义；

1948 年仅白沙、保亭、乐东三县就有

2000 多 名 黎 、苗 族 青 年 参 加 了 琼 崖

纵队。

实事求是的精神。抗战胜利后，

面对新的形势，经过实事求是的分析，

冯白驹和琼崖特委认为，琼崖国民党

反动当局已经做好了发动内战的准

备，封锁了琼州海峡，如果强行北撤很

可能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冯白驹

和琼崖特委决定，一方面向中央说明

情况，另一方面坚持进行自卫反击。

随后，中央肯定了琼崖特委的决策。

全面内战爆发后，为了保存实力，上级

要求琼崖纵队全部南撤越南。冯白驹

和琼崖特委研究后认为，部队南撤有

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而且会失去革命

根据地。经向中央请示报告，毛泽东

亲自批示：“你们意见很对。你们应当

坚决斗争，……以占领整个海南岛为

目标。”

琼崖革命精神作为海南人民革命

事业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以其丰厚

深刻的内涵底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政治本色，是激励新时代海南全面

深化改革的不竭力量源泉。

（执笔人：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刘

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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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王珏）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国文

联、中国剧协 10 日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

院举办“百年辉煌”戏剧晚会，回顾百年

征程、讴歌百年辉煌，表达戏剧工作者对

党和国家的深情与祝愿。

晚会在歌剧《红船》的场景中拉开帷

幕，浙江歌舞剧院的青年歌唱家们将观

众带回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 在 南 湖 画 舫 举 行 的 那 个 开 天 辟 地

时刻。

晚 会 分 为“ 峥 嵘 岁 月 ”“ 火 红 年 代 ”

“百花齐放”“继往开来”四个篇章，通过

歌剧《党的女儿》、京剧《奇袭白虎团》、汉

剧《江姐》、豫剧《朝阳沟》等红色经典，河

北梆子《李保国》、话剧《香山之夜》、苏剧

《太湖人家》、婺剧《义乌高华》、北京曲剧

《旗》以及抗疫话剧《逆行》、京歌《英雄之

城》等作品彰显时代精神的新创佳作，组

成 百 年 历 史 画 卷 ；同 时 荟 萃 秦 腔《王 宝

钏》、黄梅戏《王昭君》、川剧《金子》、京剧

《太真外传》、婺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等经典作品，体现了当代戏剧艺术的中

国精神、中国气派。

庆祝建党百年戏剧晚会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 6月 10日电 （记者潘

俊强）记者从北京市石景山区获悉：围

绕全面提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服务保障能力，石景山区正在

加快拓展数字人民币冬奥支持场景。

据了解，为测试数字人民币冬奥支

持场景铺设成效，今年石景山区开展了

数字人民币冬奥支持场景内部测试活

动。目前，石景山区餐饮住宿、购物消

费、票务娱乐、旅游观光、医疗卫生、交

通出行等行业中具备数字人民币支付

条件的商户已有 200余家，其中冬奥支

持场景占全部商户数量的近 70%。全

区形成了以首钢园区为核心，以冬奥综

合配套设施、冬奥社区为保障，以北京

银行保险产业园、万达商圈、八大处公

园、石景山游乐园、中关村石景山园等

地区为辐射的“1+ 2+N”冬奥支持场

景。同时，结合本区特色，石景山区还

重点推动数字人民币在社区商超、养老

服务机构等场所落地应用，让商户和消

费者实实在在体验数字人民币带来的

方便和实惠，打造“民生+养老”服务

场景。

北京石景山加快拓展数字人民币冬奥支持场景
相关行业具备支付条件的商户已有200余家

要闻要闻 1010 2021年 6月 11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