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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友谊的丰碑
有这样一条铁路，它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

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
希，越过“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这条
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大干线叫坦赞铁路，是中
非友谊的丰碑。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上世纪 60年代
非洲民族解放浪潮中新独立的国家。 但是，由
于一些国家的封锁，这两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很
大困难。因此，坦、赞两国领导人向世界有关国
家请求援建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

1965年 2月，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访华。

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与尼雷尔会谈时表示：中国
政府同意帮助修建一条由坦桑尼亚到赞比亚
的铁路。1967年 9月 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
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赞比亚共和国
政府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
定》。协定规定：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
条件的贷款， 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

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

坦赞铁路于 1976年 5月完成了全线工程
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等工作。卡翁达总统后来
说：坦赞铁路是“我们与中国友谊和团结的纪
念碑。”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羽毛球事业“拓荒者”王文教

一颗种子带来满园春色
■新华社记者 韦骅 林德韧

“我回国后与当时的全国冠军交手，打了
他个 15：0、15：6。” 被誉为新中国羽毛球事业
“拓荒者”的王文教回忆道。差距如此悬殊，深
深震撼了他， 这促使当时年仅 20岁的他下定
决心离开印尼，回到祖国，为振兴祖国的羽毛
球事业贡献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羽毛
球水平也处于起步阶段。祖籍福建南安的王文
教 1933年出生于印尼，上世纪 50年代初是印
尼家喻户晓的羽毛球明星。1954年， 王文教不
顾印尼方面的阻拦和家人的反对，与搭档陈福
寿等华侨青年一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这一决定， 不仅改变了王文教的命运，也
让中国羽毛球迎来了加速发展的春天。

执教二十余载，王文教培养出一大批羽球
人才：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可谓
桃李满天下。在其执教期内，中国羽毛球队一
共获得 56个单打世界冠军和 9个团体世界冠
军。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新中国峥嵘岁月

共和国荣光

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 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 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

“宣言”揭示 70年发展成就最大秘诀
就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新华社记者

中华民族的昨天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
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
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新华社连续播
发“宣言”系列署名文章《雄关漫道真如铁》《人
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 引发各界
热烈反响。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走出了一条彪炳史册的人
间正道。踏上新征程，以梦想为岸、以团结作
帆、以奋斗划桨，向着美好的明天砥砺前行。

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表
示，新中国 70年巨变，有其内在的道路、理论、

制度和精神逻辑。“宣言”三论，着眼历史、现实
和未来， 深刻揭示了新中国巨变的内在逻辑。

“文章深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
经过实践检验的人间正道，就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情展望承载着民族复
兴中国梦的下一个 70年， 激励我们不忘初心

和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准备在首都北京欢度国庆的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第 42 期民主党派干部培训班学员、民
进云南省丽江市支部主委李渝丽说，作为一名
纳西族同胞，为能够身处这样伟大的时代倍感
光荣。“展望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我们充满信
心与豪情， 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凝聚起中华各族儿女的磅礴力量，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将实现。”

雄关漫道真如铁，跨越雄关，是因为我们
有比铁还硬的精神，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

有大公无私、坚强勇毅的领路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政协
委员蔺忠儒说，“我亲眼见证了家乡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 也切身体会到党和政府对我们无
私的关怀帮助。‘喝水不忘挖井人’，我们现在的
幸福生活都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得
益于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拨开历史的浓雾，“宣言” 揭示 70年发展
成就最大秘诀， 就是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
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据新华社北京 9月 28日电）

毛主席给这首歌加了一个“新”字
———探寻经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地北京西南房山区堂上村

■本报记者 樊江洪 见习记者 肖彤

伟大的作品往往反映了人们最普遍的情
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是这样。这
首传唱几十年、 唱出亿万人民心声的经典歌
曲，是词曲作者曹火星先生在位于北京西南的
房山区堂上村创作的。

曹火星当年激情澎湃搞创作的中堂庙，如
今设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纪
念馆建馆后， 前来参观的个人和团体逐年增
长，2006 年接待了 4 万人次，2010 年之后，每
年接待 10万人次以上。为一首歌，专门建立一
家纪念馆，实乃罕见。曹火星住过的东厢房保
持着当年音乐家创作时的模样：一扇门，两小
窗，屋里横着一条土炕，炕上铺着用秸秆编成
的席子，摆着两个并放一起的小方桌，桌上有
盏小油灯，还有创作用的纸笔。

小村诞生伟大作品
1943年，是曹火星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一

年。这一年，曹火星随群众剧社到平西抗日根据
地宣传抗日。 当时， 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在其
《中国之命运》书中“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没有
了中国”一说，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中国》，曹火星认真读后，加之参加
革命以来的真切感受和连日的根据地见闻，他
把对共产党的炽热情感化作无穷的力量， 最终
创作出这首最能反映人民心声的歌曲。

坐在中堂庙东厢房的土炕上， 点着小油
灯，曹火星很快写就了歌词，他一遍遍地念着、

改着，心中充满激情，家乡的民间小调、戏曲曲

调接连涌来，眼前浮现出孩子们打着“霸王鞭”

行进演唱的景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易于学
唱，朝着这个目标，曹火星反复修改，当最后几
句连续上扬的高音旋律跃出时，他酣畅的激情
完全得到释放，经典名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中国》诞生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问世第二天，群
众剧社小分队队员先教当地儿童团、 小学生和
村剧团学唱，歌曲很快在堂上村一带流传开来。

曹火星后来回忆：1943年 10月底，群众剧社回
到了专区，正值专区举办县级干部学习班，涞水
县的一位干部听说我写出了这首歌， 就要去了
词曲，第一次油印成“歌片子”，在县里传唱。很

快这首歌传遍了平西大地；这年冬季，晋察冀边
区在易县举办干部学习班时， 我又教唱了这首
歌。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这
首歌也唱遍了全中国，歌词也由“坚持了抗战六
年多”改成“坚持了抗战八年多”。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在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回忆，歌名中添
加“新”字是毛泽东主席的提议。1950年，毛泽东
听到女儿李讷唱这首歌时，立即纠正说：“没有
共产党的时候，中国早就有了，应当改为‘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添上这个“新”字，既符合有五千年文明的
中国历史， 又契合改天换地的新中国实际，而

且读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时，朗朗上
口，更有节奏，歌曲更火了。

半世纪后确认地点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企业工会、村中

粮站， 到上世纪 60年代至 80年代初的小学，

再到 1983年让村民居住， 创作这首经典红歌
的中堂庙，几易其用。

对于曹火星来说，他一直希望找到自己创
作这首歌的地方，在他看来，这首火遍大江南
北的歌曲，已不属于他，而是属于历史、属于时
代、属于人民。但是，因为创作时堂上村所在的
房山县归河北省管辖，划入北京后在相当长的
时间里交通不便，曹火星又在天津工作，一直
没能集中精力找寻。随着 108 国道通车，从堂
上村边经过，情况改变了。

1994年的一天，曹火星路过这里时，忽然
看到南山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天然坑洞，觉得跟
当年场景相似，就开始了“故地重游”，时任村
党支部书记李增军接待了他。 据李增军回忆：

“一开始人家不讲话， 就是走走停停， 看这看
那，特别是到了中堂庙，他仔细观察了好久。”

最后，曹火星说：“我今天可以确认，这首歌就
是在这儿写的。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但周围
的变化已经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

2010年，堂上村的煤矿全部关停，重点发
展红色旅游。在政府支持下，纪念馆加以修缮，

丰富了展览内容。堂上村所在的霞云岭乡定位
“绿海红歌”，以红色旅游为龙头，发展绿色产
业。如今，村里开了八九个农家院接待游客，有
的农家院一年能有收入十多万元。

中堂庙东厢房保持着当年音乐家创作时的模样。 肖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