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NINGBO DAILY要闻/广告
2018年6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林金康

据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记
者邹伟 荣启涵）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6 日
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王沪宁
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气氛热
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的会标，后幕正中悬挂的团徽熠熠
生辉，10 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
二楼眺台上悬挂着“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谱写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巨型
横幅。15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团
十八大代表，肩负着 8100多万共青

团员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
步入会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贺
军科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
国歌、团歌。

随后，10 名少先队员向大会献
词，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展现
了立志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准备的决心。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
《乘新时代东风 放飞青春梦想》的
致词。王沪宁在致词中说，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团十七大以来，共青团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
中统一领导，锐意进取、真抓实干，深
入推进共青团改革，狠抓从严治团，

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团干部团员面
貌呈现新气象。广大青年自觉把个人
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中，展
现出当代青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念、
勇于创造的生机活力、甘于奉献的优
良品格、自信开放的国际形象。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
时代党的青年工作指明了前进方
向。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
图，当代青年重任在肩。希望广大青
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
始终坚定理想信念，着力锤炼高尚
品格，不断增长能力才干，永远保持
奋斗精神，勇于投身创新创造，勇当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
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书记

处第一书记李玉赋代表中华全国总
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向大会致贺词。

贺军科代表共青团第十七届中
央委员会作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
帜 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壮丽青春篇章》的报告。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
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
人民团体、北京市负责同志，部分在
京离退休的曾在团中央书记处工作
的领导同志，首都各族各界团员青
年代表参加开幕式。

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到会祝贺
王沪宁代表党中央致词

新华社杭州6月25日电（记者
裘立华 王怿文）浙江省宁波市霞
浦街道霞南村的长山岗上，静静地
矗立着一座墓碑。这座墓碑高半米
左右，凹凸不平的石碑上刻着几个
字——泉张公墓，看起来毫不起眼。

这是一座“衣冠冢”，“主人”叫
张人亚，原名守和，字静泉。张人亚
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当
时最早的也是仅有的几名工人党员
之一。

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有一件重要展品——中国现存最早
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之一。

你可能很难想象，包括这份《共产
党宣言》中文译本、中共二大确定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在内的一批珍贵
历史文献，正是秘密地藏于张人亚衣
冠冢20多年，才得以留存至今。

出 生 于 1898 年 的 张 人 亚 ，在
1913年成为上海老凤祥银楼的一名
金银首饰制作工人。1922年，张人亚
领导上海金银业工人大罢工，现在
留存的当年上海金银业工人千人大

照片中，张人亚风华正茂。
根据档案资料显示，中共二大会

议结束后，中央领导机构按照规定，
将大会通过的章程和9个决议案送给
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与此同时，还将
文件铅印成册，分发给党内的有关人
员学习贯彻，张人亚也获得一本。

除此之外，张人亚还有一批包
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列主义著
作、文件和刊物。这些著作、文件和刊
物，成了他的精神指南。张人亚开始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勇敢无畏的中坚分
子，将所有身心扑在革命事业上。

在他的一份手迹中，他这样表示
自己的坚定信念：“我虽是带小资产
阶级性的手工业工人，可是我的境
遇，已够使我忠于无产阶级……过
去的事实已告诉我了，所以我加入

共产党并不是偶然的事。”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

生，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形
势急转直下。

在这危急关头，张人亚首先想
到的是党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
的安危。1927年年底，许久没有回乡
的张人亚，匆匆地推开了宁波霞浦
的家门。

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见到儿子，
喜出望外。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儿子
此行交给他一个重大而秘密的任务
——妥善保管一批文件和书刊。

“我的祖父，在二伯父离开之后
没几天，就和村里的邻居说，静泉这
么长时间没回来了，估计已经不在
了。”张人亚侄子张时华回忆道，“他
上山搞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

就这样，张爵谦编了个“不肖儿
在外亡故”的故事，为张人亚和他早
逝的妻子修了一座合葬墓穴，接着
用油纸裹好文件，秘藏进空棺里，并
始终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

“祖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这个
空坟的秘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在
二伯父的墓碑上少刻了一个字，把

‘张静泉’刻成了‘张泉’。”张时华说。
然而，张爵谦却一直没能等到

儿子张人亚回来。他不知道，1931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
亚不久就前往瑞金。在苏区，他先后
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印刷
局局长，出版、印刷与发行了一大批
苏区急需的政治、军事、经济、文教
等方面的书籍。

张爵谦也不知道，1932年底，张
人亚病故于从瑞金去福建长汀检查
工作的途中，时年34岁。

新中国成立后，耄耋之年的张
爵谦没有等来二儿子的任何消息，
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
了“衣冠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
这些文件交给上海的相关部门，再
转呈中央档案馆予以保存。

张静茂把从墓穴中取出的文件
书报和照片带回上海后，专门刻了
两枚“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和

“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
余年的书报”字样纪念图章，分别盖
在文件和书报上。

这批由张人亚生前冒着生命危
险保护下来的革命文物中，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珍藏的《共产党宣
言》、中央档案馆珍藏的《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国家
博物馆珍藏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
全国大会决议案和宣言》，均为国家
一级文物。

张爵谦晚年躺在临窗的病榻

上，常常盯着院子大门，等待熟悉的
身影……

数十年来，张氏后人一直都在
苦苦寻找张人亚的下落。2005年，历
经周折的张氏后人，终于在江西瑞
金找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的悼
词，找到了张人亚的消息。

这 份 刊 登 于 1933 年 1 月 7 日
《红色中华》报上的《追悼张人亚同
志》的悼词写道：“人亚同志对于革
命工作是坚决努力，刻苦耐劳的，在
共产党内始终是站在党的正确路线
之下，与一切不正确思想做坚决斗
争，在党内没有受过任何处罚，因为
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的
身体日弱，以致最后病死了。”

“拿到这份悼词后，我们回到宁
波霞浦老家，到我祖父和我父母的
坟前祭拜。”张人亚侄子张时才回忆
当时的情景时不禁老泪纵横，“我们
把悼词读给他们听，告诉他们，你们
的儿子，你们的二哥，是为革命牺牲
的，你们可以放心了。”

张人亚：他的“衣冠冢”保留了最早的中共党章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月 25 日给新近
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写
信，勉励他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为广大
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习近平在信中说，得知你在
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
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
兴。

习近平指出，你把党当作母
亲，把入党当成神圣的事情，60
多年矢志不渝追求进步，决心一
辈子跟党走，这份执着的坚守令
人感动。

习近平表示，几十年来，你
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
创作作为人生追求，坚持社会效
益至上，塑造了许多富有生命
力、感染力的艺术形象，受到人
民群众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希

望你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继续在从艺做人上作表率，带动
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
怀、有担当的人，为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贡献力量。

近日，83 岁高龄的电影表演
艺术家牛犇入党一事，引起媒体
和社会广泛关注。牛犇是上海电
影制片厂演员，11 岁起从事表演
工作，参演过《龙须沟》《红色娘
子军》《天云山传奇》《牧马人》
等一批脍炙人口的影片。因其对
中国电影的贡献，2017 年获得金
鸡奖终身成就奖。牛犇经历过旧
社会的苦难，受老一辈电影人的
影响，青年时期就立志加入中国
共产党，几十年从未放弃追求进
步。近年来，他又多次向组织表
达入党意愿。今年 5 月 31 日，中
共上海电影 （集团） 有限公司演
员剧团支部委员会同意吸收牛犇
为中共预备党员。

习近平写信勉励新近入党
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