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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风流人物

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典范
新华社记者 李力可

“我刚做完手术不能下地，多亏几个年
轻人帮忙抢收。”进入5月，正是张思德故乡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割油菜、犁秧田的农忙时
节，在县纪委监委的11名党员的帮助下，年
逾70的盛家沟村村民唐成德家的油菜籽粒
粒归仓。

3月以来，仪陇县纪检监察机关186名
纪检监察干部包联230个脱贫村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活动，与37个村（社区）党支部
结对共建，已收集并解决问题118个。入农
户、探民情、办实事，在仪陇，广大党员干部
正以群众的获得感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践行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精神。

张思德，1915年4月出生于大巴山深处
一个贫苦佃农家庭，他吃“千家奶”穿“百家
衣”长大，养母为了让他永记乡亲们的恩情，
为他取名“思德”。1933年2月，中国工农红
军第四方面军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3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
青团。1935年，张思德随红四方面军长征，
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长征期间，张思德勇敢机智，曾只身泅
水过江，夺得敌人的渡船，为红军强渡嘉陵
江创造了条件；在川西茂洲地区，他一人夺
得敌人两挺机枪，被战士们亲切地誉为“小
老虎”，一时传为佳话。1936年10月，张思
德随部队到达陕北，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张思德始终牢记为人民利益工作的使
命，坚持一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在实践
中一丝不苟地贯彻。延安时期，粮食严重不
足，作为通信班长的张思德为了让班里的战

士多吃一些，每次吃饭时总是吃到一半就不
声不响撂下饭碗，提起水桶去打水，让别人
多吃一些。

1942年11月部队整编，张思德服从组
织分配，调中央警卫团第1连当战士，在毛
泽东内卫班执行警卫任务。他经常帮助战
友补洗衣服、编织草鞋，带头帮助驻地群众
生产劳动。1944年，张思德积极参加大生
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1944年7月，
进陕北安塞县山中烧木炭。他不怕苦、不怕
累、不怕脏，每到出炭时都争先钻进窑中作
业。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带领战友进山
挖窑，窑顶坍塌，他将战友推出洞口，自己却
被埋在下边。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没能抢
救过来，牺牲时年仅29岁。

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作了题
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
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
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
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
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红色血脉源源流淌，红色基因薪火相
传。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如今已是
故乡的红色符号，仪陇县检察院的“张思
德式为民服务小分队”为“事实孤儿”送温
暖、国网仪陇县供电公司的“张思德共产
党员服务队”帮助企业节能降耗……多个
以“张思德”命名的服务队通过开展帮扶
社会弱势群体等，让党旗在先烈故里高高
飘扬。 /新华社

马本斋：“英雄不死”家国安泰
新华社记者 王民

“马本斋同志不死！”是1944年抗日民族
英雄马本斋去世后，毛泽东同志为他题写的挽
词。如今，在马本斋故乡河北献县，英雄精神
仍浩然长存，激励人们奋进。

马本斋，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东辛
庄一个贫苦的回族农民家庭。1921年，马本
斋在东北投身行伍，由于作战勇敢，被选入东
北讲武堂学习。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
被授予排长职务，后又先后任连长、营长、副团
长。1929年，升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军第
二十一师第四团团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
动政策，马本斋愤然解甲弃官，回到家乡。

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山河破碎、铁蹄践踏，
马本斋组织本村青壮年举起回民抗日义勇队
大旗，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1938年4月，马
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
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同年10月，马
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
道：“我甘心情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献给为回族解放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
放而奋斗的伟业。”

1939年，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三纵队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在他的带
领下，改编后的回民支队迅速发展到2000多
人，成为冀中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部队。

从1940年初到1941年7月，马本斋率领
的回民支队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千里驰骋，屡
立战功，被冀中军区誉为“攻无不克，无坚不
摧，打不烂、拖不垮的铁军”。1942年8月，回
民支队奉命到达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马本斋被
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

支队司令员。
1937年至1944年，马本斋指挥所部回汉

战士同日伪军作战，炸桥梁、破公路、打伏击，
转战于冀中平原、渤海之滨，驰骋于冀鲁豫广
大敌后战场，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消灭日
伪军36000余人，令敌人闻风丧胆，被毛泽东
同志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因长期转战，马本斋积劳成疾，1944年1
月，他抱病为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动员报告，叮嘱
同志们：“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同
年2月7日，马本斋不幸病逝，终年42岁。

1954年，马本斋遗体从鲁西莘县张鲁集
迁至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2009年，马本
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
的英雄模范之一。

2001年8月，马本斋纪念馆在献县本斋回
族乡本斋东村建成，2008年8月进行扩建。马
本斋铜像威武屹立于纪念馆广场正中，英姿飒
爽。纪念馆内，一张张记录历史的老照片、一件
件布满沧桑的实物，再现了马本斋和他领导的
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的事迹。截至目前，马本斋
纪念馆已接待参观者超100万人次。

“村子发展了，村民过上了好日子，这些都
要说给英雄们。”本斋东村党支部书记马现永，
时常到马本斋纪念馆走走看看。本斋东村、本
斋西村以清真肉类食品加工为传统产业，近年
来逐步发展壮大。目前，两村共有肉类储存加
工冷库113家、油脂厂4家，形成了年加工各
类牛羊肉30万吨的生产能力，带动形成华北
地区最大的清真食品集散地。

集红色教育、参观研学、工业旅游、购物休
闲等为一体的马本斋故里正在蝶变。 /新华社

重磅!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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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