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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的光，摸得到的溫暖
三種
溫暖

◀盲人代表王永
澄展示他的盲文
筆記本。

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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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期間，作為委員和人
大代表們每日關注的重要報紙，
《大公報》和《文匯報》在會場內
外備受歡迎。全國人大代表、吉林
省委書記黃強在慰問報道全國兩會
的新聞工作者時，特別談到《大公
報》的報道，並當場回顧《大公
報》與中國革命歷史淵源。

「這就是影響了紅軍長征命運
重要決策的《大公報》。」 在兩會
新聞工作者駐地，黃強拿起《大公
報》熱情地說，這不僅是一份有歷
史厚度的報紙，更是一座連接吉林
與香港的橋樑，見證着東北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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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2025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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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委書記黃強對《大公報》歷史如數家珍
搭起吉林與香港連結橋樑 見證東北振興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文化和旅
遊部部長孫業禮11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第三場 「部長通道」 上點名鳳冠冰箱貼及《哪吒
2》，並說： 「好產品肯定賺錢。」

孫業禮表示，去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推出了
一款新設計的鳳冠冰箱貼，成為爆款，很多人非
常喜歡，一大早就到國博門口排隊，就是為了買
這個冰箱貼。半年下來，這款冰箱貼賣了80多萬
個。特別受歡迎的，還有一些文化旅遊與科技結
合推出的一些新作品、新產品。而今年的動畫電
影《哪吒之魔童鬧海》（《哪吒2》）票房收入已
經接近150億元人民幣，所以有好的產品、好的服
務、好的項目、好的設計肯定可以賺錢。

孫業禮說，觀察發達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歷
程中，文旅產業起了非常重要的支撐作用，部分
發達國家的文旅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佔比可能超
過了20%。我國文旅產業GDP佔比約為9%，還
有很廣闊的空間。孫業禮指出， 「當下制約我國

經濟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就是消費不足，文
化旅遊消費群體多元、場景豐富、鏈條很長，幾
乎沒有增長的天花板。」

針對民眾反映強烈的不合理低價遊、強迫購
物等問題，孫業禮表示，今年將採取專項行動治
理。孫業禮還提到了文旅界惡性競爭問題，這也
需要進一步加強管理和規範。

文旅部部長點讚《哪吒2》：
好產品肯定賺錢

【大公報訊】
1930年代，在中國各
大主要報紙當中，對

長征紀錄最全面、評價最客觀、影
響最重大的，非《大公報》莫屬。
《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是公開如實
報道長征第一人；毛澤東是在甘肅
哈達鋪看到《大公報》有關陝北紅
軍的報道，才決定將長征落腳點放
到陝北。

范長江1935年加入《大公
報》，他向報社總經理胡政之提
出，計劃到西部考察，得到支持。
范長江的西北行歷時十個多月，行
程達一萬兩千公里。在途中，范長
江一直關注紅軍長征的動向。在發
表於1935年11月26日的《從瑞金
到陝邊：一個流浪青年的自述》一
文中，范長江通過一名紅軍戰士之
口，首次勾勒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

的全部過程。他另一篇題為《在陝
北甘東邊境上》的文章，對陝甘根
據地做了首次報道。

范長江後來在自述中提及：
「在國民黨的統治區中，在合法出
版的報紙書籍中，公開稱紅軍，對
剿匪加引號，而且用文字公開透露
出紅軍是北上抗日，並不是流寇，
我是第一人。」 張聞天夫人劉英曾
回憶： 「1935年9月，紅軍長征到
達甘肅的哈達鋪，在當地郵局得到
不少報紙，主要是七八月間的天津
《大公報》。毛澤東、張聞天、周
恩來等人翻閱這些報紙，得知陝北
有蘇區根據地……長征以來，中央
一直想找到一個落腳點，創立新的
根據地……現在，就決定到陝北落
腳了。」 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
方漢奇曾說，毛澤東就是在哈達鋪
看到《大公報》，才決定去陝北。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國家體育
總局局長高志丹11日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第三場 「部長通道」 上表示，要堅決抵制畸形
「飯圈文化」 對體育的侵蝕和影響，弘揚正能
量，唱響主旋律。

提及下一步體育工作關鍵領域重點環節，高
志丹表示，重點聚焦賽事經濟、戶外經濟、冰雪
經濟等。穩住冰雪經濟總規模萬億元的基本盤，
力爭到2030年達到1.5萬億元的目標。全面對接擴
大內需、綠色轉型、科技創新等重大政策，釋放
體育消費潛力，推動 「體育＋」 融合發展模式不
斷擴圍增量。

高志丹強調，要在提升國家軟實力上展示新
作為。要充分發揮體育激發愛國熱情、為中國式
現代化凝心聚氣的時代價值，同時堅決抵制畸形
「飯圈文化」 對體育的侵蝕和影響，弘揚正能
量，唱響主旋律。

高志丹表示，要在體育改革上尋求新突破。

體育總局正在研究制定體育強國建設指標體系和
深化體育改革方案，着力打造 「全國一盤棋」 建
設體育強國的新格局。要在體育惠民上取得新成
效，進一步豐富青少年體育的內涵和方式。要通
過加大科技創新，擴大開放交流，鞏固奧運強國
建設成果，全面做好米蘭冬奧會和洛杉磯奧運會
準備工作，今年還將創設全國青少年田徑運動
會，多措並舉夯實體育發展的基礎。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
堅決抵制飯圈文化侵蝕

毛澤東哈達鋪看了《大公報》決定去陝北
特稿

【大公報訊】記者楊
奇霖、任芳頡報道：全國兩
會現場，全國人大代表、山
西省臨汾市委書記李雲峰向
全國遊客發出邀約： 「春風
十里、春水微瀾，正是臨汾
的好時節，全體臨汾人民恭
迎各位 『天命人』 回家。」
這份呼喚的背後，是臨汾在
2024年亮眼的文旅市場：
全年A級景區接待遊客1750
萬人次，門票收入近3億元
人民幣，同比分別增長
12%與20%。

《黑神話：悟空》的
全球爆紅讓隰縣 「小西天」
這一深藏呂梁山腹地的明代
佛殿一夜成名。去年國慶期
間，這座戶籍人口僅9萬的
縣城湧入9.1萬遊客，同比

增長335%。面對突如其來
的 「潑天流量」 ，這座脫貧
僅5年的小城全民動員，書
寫了文旅 「逆襲」 的鮮活樣
本。

李雲峰告訴大公報記
者： 「臨汾文旅的魅力，遠
不止一座 『小西天』 。」 這
座被黃河與太岳山環抱的城
市，正以多元文旅資源構建
「全域皆景區」 的格局。李
雲峰表示，臨汾堅持 「長期
主義」 發展觀，目前已開通
免費旅遊直通車，構建導覽
服務體系，並通過 「文
旅＋」 戰略培育古建研學等
新業態。

這座城市正在文旅融
合的浪潮中，邀世界共赴一
場跨越時空的文明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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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強書記表示，1935年，中
央紅軍長征途經甘南，急需尋找落
腳點。得知哈達鋪守軍薄弱，紅一
軍團二師四團第一營營長梁興初奉
命偵察，他巧施計謀，喬裝成國民
黨軍胡宗南部隊，一舉奪取哈達
鋪。紅軍進入哈達鋪後，梁興初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搜集鎮上的報
紙，以了解外界動向。他在當地郵
局發現一大捆報紙，其中就包括7
至8月的《大公報》。

毛主席等領導人從《大公報》
上獲悉，陝北地區紅軍發展迅猛，
紅25軍、紅26軍、紅27軍已在陝
甘一帶建立革命根據地，並成功攻
克了多座縣城。尤其是程子華、徐
海東率部與劉志丹的紅軍連成一
片，控制了陝北大部分區域，紅軍
政策亦深得民心。此消息極大增強了
中央紅軍北上的信心，促使毛主席等
人最終作出 「到陝北去」 的決定。

這一決定，不僅使中央紅軍成功擺
脫險境，更奠定了未來抗日戰爭的
戰略基礎。

「梁興初當時就是毛主席的警
衛連長，每到一地，他都會幫主席
收集報紙。可以說，這次他送上的
《大公報》，直接影響了中國革命
的走向。」 黃強介紹道，這段歷史
是在他任職甘肅期間，組織相關部
門整理挖掘出來的，如今在全國兩
會看到《大公報》報道吉林在振興
發展中的盛況，意義非凡。

擬邀梁興初後人訪吉 傳承紅色基因
值得一提的是，《大公報》與

吉林亦有深厚淵源，《大公報》和
《文匯報》不僅始終關注東北經
濟發展，更在吉林省遭遇重大災
害時，發揮媒體力量，在香港積
極呼籲社會各界支援災區。90年
代初《大公報》發起募捐，幫助吉

林水災災民重建家園，其中茶壺嘴
村整體搬遷至高崗，並更名為
「大公村」 ，以此紀念《大公
報》並沿用至今。1998年，吉林
省再遭洪災，《文匯報》組織讀
者捐款，援建吉林省通榆縣希望
中學。2010年吉林特大洪災期
間，兩報駐吉林記者深入抗洪一
線，共發表近百篇報道，引起公眾
強烈反響，並促成募集善款447萬
港元。

黃強書記指出，從見證毛主席
長征途中的戰略決策，到助力吉林
經濟社會發展，《大公報》不僅是
一份有歷史厚度的報紙，更是一座
連接吉林與香港、連接過去與未來
的橋樑。

另據悉，今年吉林還計劃舉辦
活動，邀請梁興初的後人訪吉，並
邀《大公報》襄助，以緬懷先烈，
傳承紅色基因。

吉林計劃舉辦活動緬懷先烈 邀《大公報》支持

在人潮湧動、閃光燈此起
彼伏的人民大會堂裏，王永澄代
表戴着特製的墨鏡，臉上帶着微

笑，靜靜地站着。採訪結束時，他遞給記者
一張特別的名片──正面印着 「王永澄」 三
字，背面則是盲文。

全國人大代表王永澄來自福建三明，18
歲因意外失明，但他憑堅韌奮鬥，成為盲人
醫療按摩主任醫師。多年來，他舉辦盲
人按摩培訓班，創立福建省海峽盲人按
摩指導中心，免費培養盲人按摩師
6000多人，帶動盲人走上自立之路。
2023年他當選十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今年，他隨身帶着一個特別的包，
上面掛着的名牌上除了印着 「王永
澄」 ，背面還刻有盲文。這是大會今年
特別給他準備的新文件包。他的包裏還
有一本沉甸甸的盲文，翻開來，紙面上

布滿了密密麻麻的凹凸點。記者伸手摸了一
下，冰冷的紙面透着文字的溫度。

「這次參會，短短七天，我感受到了三
種溫暖。」 王永澄說。第一種，是國家政策
的溫暖。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強化大
齡、殘疾、較長時間失業等就業困難群體幫
扶。他說： 「雖然我看不見，但我能 『聽』
到政府的關懷， 『觸摸』 到政策的溫度。」

第二種，是無障礙環境的溫暖。他入住
的房間，無論是指引標識還是生活設施，都
經過精心設計。王永澄說， 「國家正在不斷
推進無障礙環境建設，這讓我到北京參會，
也感受到了回家的感覺。」

第三種，是社會認同的溫暖。 「盲人群
體雖然看不見，但我們被全社會 『看
見』 。」 王永澄感慨。

大會閉幕後，王永澄便要踏上返
程。他笑着說，回到福建後，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兩會精神分享
給盲人兄弟姐妹。

「國家給了我們光明，我要把這份
光明帶回去。」 說完，他在妻子的攙扶
下，步伐堅定地走進了大會堂。雖然看
不到四周璀璨的燈光，但他知道，前方
的路，越來越亮。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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