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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9 日电 6 月 19 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重

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

普京通报了俄方对当前中东局势的看法，

表示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非常危险，冲突升

级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伊核问题应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冲突双方应保障第三国公民安全。

目前局势还在快速发展，俄方愿同中方保持密

切沟通，共同为局势降温作出积极努力，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并表示，当

前中东局势很危急，再次印证世界进入新的动

荡变革期。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不仅冲突双

方将遭受更大损失，地区国家也将深受其害。

针对当前事态，我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推动停火止战是当务之急。武力

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方式，只会加剧仇

恨 和 矛 盾 。 冲 突 当 事 方 尤 其 是 以 色 列 应 当

尽快停火，防止局势轮番升级，坚决避免战

争外溢。

第二，保障平民安全是重中之重。无论任

何时候，军事冲突中保护平民的红线都不能突

破，无差别使用武力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冲突

当事方应严格遵守国际法，坚决避免殃及无辜

平民，并为第三国公民撤离提供便利。

第三，开启对话谈判是根本出路。沟通对

话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正确路径。要坚定政治解

决伊朗核问题大方向不动摇，坚持通过对话谈

判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解决轨道。

第四，国际社会促和努力不可或缺。中东

不稳，天下难安。以伊冲突导致中东紧张局势

骤然升级，也对全球安全造成严重冲击，国际社

会特别是对冲突当事方有特殊影响的大国要为

推动局势降温作出努力，而不是相反。联合国

安理会应当为此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继续同各方加强沟通

协调，凝聚合力、主持公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

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俄政治互信和高水

平战略协作，同意保持密切高层交往，推进

各领域合作，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

系深入发展。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杨立军）

6 月 18 日晚，全市中直、省派工作

队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座谈会召

开。市委书记严华出席并讲话，

勉励全市乡村振兴驻村帮扶工作

队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在

乡村全面振兴的火热实践中挥洒

汗水、奉献智慧、勇立新功。市委

副书记尚生龙，市委常委、市委秘

书长肖拥军出席，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杨志慧主持。

在听取中直、省派工作队第

一书记（工作队长）代表发言后，

严华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

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对支

持邵阳乡村振兴工作的后盾单位

表示感谢。他说，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

国家战略。当前，我市新老驻村

工作队已完成工作交接，大家肩

负着时代的使命、组织的信任和

群众的期盼，踏上的是一条光荣

之路、艰苦之路、希望之路。希望

大家继承好传统、发扬好作风，脚

踏实地、真抓实干，当好乡村全面

振兴的生力军和排头兵，推动党

中央决策部署在邵阳落地见效。

严华指出，乡村振兴是一场

接力赛，需要一棒接着一棒跑；驻

村帮扶是一首协奏曲，需要大家共

同来谱写。全市驻村帮扶工作队

要聚焦重点任务，坚持党建引领乡

村振兴，在抓好高水平党建、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

现高效能治理等方面下功夫，努力

建强一方堡垒、繁荣一方经济、造

福一方百姓、守护一方平安，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成效。广大

驻村帮扶工作队员要认真履职尽

责，坚持以学促干、以实为要、以严

立身，持续加强理论武装，认真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各

项工作纪律，深入基层一线察民

情、听民意、解民忧，不断练就过硬

本领、赢得群众认可、树立良好形

象，全面提升驻村帮扶工作水平。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服务保

障，做到生活上关心、工作上支

持、政治上激励，努力为驻村帮扶

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和良好环境。

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各县市区组织部部长参加座

谈会。

全市中直、省派工作队第一书记（工作队长）座谈会召开

当好排头兵 跑好接力棒
为乡村全面振兴勇立新功

严华讲话 尚生龙出席

6 月 15 日 7 时 30 分，刚刚钻出晨雾的朝

阳，洒下一缕缕金光，把千年古城邵阳渲染得

金灿灿。依傍在邵水河畔的“秋月·老邵阳”

餐馆门口，一列越来越长的橙色队伍，成为城

市另一缕晨光。

“怎么这么多环卫工人在这排队？”一名

第一次“偶遇”此景的路人发出疑问。

队伍中一位环卫工人笑着回答：“这家店

子的老板心肠好，每天给我们发免费早餐，到

现在已经两年多了！”

760 天送出 10 万个包子

截至 2025 年 6 月 15 日，为环卫工人免费

送早餐，“秋月·老邵阳”餐馆已经持续整整

760天。

从 2023 年 5 月 17 日开始，无论寒暑晴

雨，“秋月·老邵阳”餐馆每天都会准备好热乎

乎的包子、甜丝丝的豆浆，等待下早班的环卫

工人来取餐。

“刚开始我们每天计划送给环卫工人

50 份早餐，每份 1 个糖包、1 个肉包、1 杯豆

浆，即每天至少要送出 100 个包子、50 杯豆

浆，但实际经常超出，最多的一天送出 100

多份早餐，2 年下来，估计共送出 10 万个包

子。”翻开一沓厚厚的环卫工人签名册，“秋

月·老邵阳”餐馆老板谢纯辉说，“看到环卫

工人每天凌晨四五点上街干活，辛苦一个

早晨后，常常蹲在路边吃冷馒头、喝凉水，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想让他们吃上一顿

热乎的早餐。”

于是，每天凌晨 3 时，“秋月·老邵阳”餐

馆面点间准时亮灯，开始制作爱心早餐。

“谢老板跟我们说环卫工人干活辛苦，送

给他们的早餐既要有营养，也要有品质。”已

经在“秋月”工作 16 年的老店员朱辉说，“机

器压的面没筋道，老板就要求我们采取人工

揉面方式；肉馅的肉要新鲜，且要三分肥七分

瘦；豆浆，必须现磨三遍！”

67 岁的环卫工人李工强，每日 4 时 30 分

许开始清扫双清区东大路一段街道，工作结

束后大约 7 时 30 分，来到“秋月·老邵阳”餐馆

排队领取免费早餐。每当他接过热气腾腾的

包子，包子的热度透过包装袋传至掌心，他

说：“谢老板的包子不仅暖手，更暖心！”

“以前有人质疑我们，说‘天下没有免费

的午餐’，‘秋月·老邵阳’餐馆是在作秀，是别

有所图。”朱辉说，“但坚持两年多下来，再也

没有闲言碎语了！”

一份早餐更是一份爱

6 月 15 日 7 时 50 分许，放下扫把，68 岁的

刘顺英小跑着赶到“秋月·老邵阳”餐馆，橙色

工作服后背还带着清扫街道时留下的汗渍。

一见面，谢纯辉就热心地招呼着：“刘大姐，今

早咋这么晚才来，其他同志都早就领走了，我

给你和老周留了鲜肉包！”   (下转 2版)

  “秋月·老邵阳”餐馆为环卫工人送爱心早餐，

760 天送出 10 万个包子

“谢老板的包子不仅暖手，更暖心！”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欧阳德珍 袁光宇

“秋月·老邵阳”餐馆老板谢纯辉热情招呼环卫工人。 （受访者 供图）

6 月 17 日，在洞口县毓兰镇凤溪农业瓜果基地，村民在采摘南瓜。近年来，该县引导种植专业

合作社、种植大户采用高架无土方式种植南瓜、西瓜等瓜果产品，拓宽瓜果种植途径，提高了产品

品质和生产效率，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滕治中 摄

“我是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

这些故事不能被时间埋没。”

回忆起小时候，邵阳市新宁县

船形村退役军人肖国成说，“爷爷

和村里的老人经常给我讲当年红

军过新宁的故事，很多都是历史书

上没有的。战士们的故事就在那

时候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1973 年，年仅 20 岁的肖国成

参军入伍，1984 年 3 月，从部队转

业后，他回到新宁县，在万塘乡政

府从事民政工作。

新宁县是革命老区、红色沃

土，革命时期一批批优秀儿女前

赴 后 继 ，英 勇 献 身 。 1930 年 至

1934 年，红七军北上、红六军团

西征、中央红军长征先后都经过

新宁，足迹遍及全县 10 个乡镇近

100个村庄。

肖国成长期从事民政工作，

与退役老兵接触比较多，自己本

身又是退役军人，对红色革命故

事格外上心。

为了还原红色故事，将革命故

事传播出去，从2008年起，他便开

始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自费到健

在的红军战士及红军后代家中走

访，记录他们口口相传的故事碎片。

但现实是，越来越多的红军

老战士相继过世，肖国成突然有

了紧迫感，“要还原红色故事，得

抓紧时间了。”

从 2008 年开始，肖国成几乎

牺牲所有节假日，把大部分精力

投入到走访、收集、研究新宁县红

色故事中。2013 年退休后，他自

费沿着红军当年经过的足迹，实

地走访，全身心投入，到革命老区

纪念馆征集有关材料，去民间搜

集第一手佐证材料。

17 年来，他走遍新宁的每一

个角落和湖南多个革命老区，甚至

远赴贵州、广西、江西，行程3万余

公里，编写了《红七军过新宁》《湘

桂边区红军故事集》等4本红军故

事和红色历史研究文章，共计 40

余万字。   

“ 陪 伴 我 50 年 的 红 军 服 放

在 我 胸 前 一 起 入 棺 ，战 刀 留 给

村里保管……”这是 1979 年，生

活在新宁县崀山镇山区的贵州

榕江县籍红军战士李少成临终

时留下的遗嘱。

    (下转 8版)

17年挖掘出40万字红色故事
——记新宁县船形村退役军人肖国成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崔贝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