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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新闻出版署

关于开展2020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

通知》（国新出发函〔2021〕1号）及《新闻记者

证管理办法》要求，我社已对2020年度新闻

记者证核验人员及拟办理记者证人员进行

了严格审核，现将名单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监督举报电话：010-84772218、010-

84772236

　　国家新闻出版署监督举报电话：010-

83138953

一、核验记者证人员名单：

　　邵炳芳 李 群 周秉键 鲁华东

  吴 坤 张国庆 兰 克 蒲建安

  张 媛 陈建国 余 飞 吴 怡

  朱 磊 刘子阳　李东霞 郭文青

  张琼辉 符香凝 李 豪 杨燕生

  曹 文　章兴成 周 斌 孟绍群

  蔡长春 张 昊 杜 洋 王斗斗

  张红兵 郭晓宇 朱宁宁 蒲晓磊

  徐 伟 张 维 周芬棉　郄建荣

  蔡岩红 万 静 侯建斌 郭宏鹏

  杜 晓 文丽娟　王 阳 陈 磊

  韩丹东 赵 丽 赵 阳 吴 琼

  张春友 林 忠 冀 勇 陈润泽

  单士磊 史天昊 王 刚 邹 强

  张 超 杨 军 凌 锋 林楠特

  马树娟 蒋安杰　王建军 杨晋峰

  李晓军 高 岳 陈丽平 徐 强

  李 立　张红梅 高 燕 杨新顺

  王 娈 邓玉杰 王占平 李晓婕

　　焦 艳 席锋宇 韩玉婷 罗聪冉

  荣 悦 张 博 万学忠　马岳君

  于 澄 秦 静 王 芳 刘 青

  郑小琼 李金平　柯榜凯 辛 红

  范学伟 乔 楠 王桂元 何正鑫

  魏 巍　孙安清 葛晓阳 常 鑫

  李 雪 李光明 范天娇 黄 洁

　　王 斌 徐伟伦 张雪泓 吴亚东

  王 莹 周文馨 赵志锋 邓新建

  章宁旦 邓 君 莫小松 马 艳

  王家梁 王鹤霖　邢东伟 翟小功

  马 竞 周宵鹏 张 亮 赵红旗

  马维博　崔东凯 张 冲 胡新桥

  刘志月 阮占江 帅 标 张淑秋

　　刘中全 丁国锋 罗莎莎 黄 辉

  张国强 韩 宇 史万森　颜爱勇

  申 东 梁平妮 韩 萍 徐 鹏

  姜东良 曹天健　马 超 王志堂

  余东明 唐 荣 马利民 杨傲多

　　台建林 张 驰 刘玉璟 潘从武

  王 宇 石 飞 陈东升　战海峰

  吴晓锋 李亚洲君 孙立昊洋 

二、拟办理记者证人员名单：

　　赵文明 郑剑峰 王 春 温远灏

  渠 洋 武 杰 季 天　常 煜

  赵晨熙 蒋起东 张 晨 张莹莹

  付 萌 秦 晶　赵 颖 王 婧

  唐晓芳 姜 冰 吕 斌 何 睿

　　法治日报社

　　二〇二一年三月四日

走进北大红楼踏寻马克思主义先驱者足迹

□　本报记者 黄洁 张雪泓 文/图

  1918年8月，一座西洋古典风格的大楼在

北京沙滩的汉花园拔地而起。大楼通体红砖

砌筑，青砖窗套，红瓦披顶，人们形象地称之

为“红楼”。这里还因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文科、

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便有了“北大红楼”这

个传承至今的名字。

  自落成伊始，北大红楼就与中国命运的

走向息息相关。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

思主义传播、北京第一个党组织……这里留

下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探寻救国

救民真理先驱者的不朽足迹。建党百年之际，

记者再一次走进北大红楼，去感受这座百年

建筑所承载的爱国情怀和那激荡至今的青春

伟力。

红色火种在这里孕育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东城区五四大街29

号，紧邻著名的故宫博物院，在繁华闹市中透

露出一种别样的沉稳厚重。这座楼东西长100

多米，上下五层，建设之初曾是一座设计领先

的现代化大楼。时隔百年，走进红楼，木质的

门窗、地板、家具，虽经过修葺却仍透出难掩

的沧桑，将参观者带回到了那个思想火花汇

聚风雷的激情年代。

  位于一层东南角的119号房间是曾任

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如今已

按当年旧貌复原了陈列。泛黄的台历，时间

停留在了1919年5月4日。桌上的吸墨船好

似还在晃动 ，一支毛笔浅浅地搁在笔架

上……正是在这张桌前，年轻的李大钊潜

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写下了《庶民的胜利》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等重要文章，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引入中华大地。

  在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

秦素银看来，“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

播贡献最大的人”。

  秦素银介绍，李大钊坚持在《新青年》杂

志上发表脍炙人口的文章，向中国思想界详

细介绍马克思主义。其中，《我的马克思主义

观》一文，在国内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

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与此同时，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引进了很多

社会主义相关书籍，让年轻学子有机会接触

和了解经典原著，还在任北大政治系、经济系

教授时陆续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

会运动》《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

主义的将来》等课程。这也是中国的大学第一

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正式列入课程。

  从那时开始，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在中国

广泛传播开来，很多人也由此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

  据记载，李大钊这间不算宽敞的办公

室，见证了北京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会

见了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党问

题。10月，李大钊在此组织成立了北京共产

党早期组织，取名“共产党小组”。同年年底，

北京共产党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

京支部。

  “我们常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来形容

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如果说召开中共一大的

上海市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动容地对《法治

日报》记者说。

伟大领袖在这里建立信仰

  记者了解到，历经数次艰辛复原后，如今

的北大红楼内部已经恢复了原有的格局，并

正在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今年有望实

现全部开放参观。在这里，除了李大钊的办公

室，吸引参观观众最多的还有一间“新闻纸阅

览室”，即第二阅览室，这里是毛泽东曾经工

作过的地方。

  1918年秋，毛泽东来到北大红楼，成为北

大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他的工作地点

之一就在李大钊的隔壁。这是毛泽东第一次

来到北京。到北大红楼求职的毛泽东并不单

纯为了谋生，他更大的期待是希望能接触新

思想、新文化。在此期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

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

影响了他。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停留了大约半年的

时间，其中有三四个月和李大钊共事。由于勤

奋敬业、谦虚好学，毛泽东深得李大钊的器

重，他不仅与李大钊经常接触，还阅读了很多

当时的新书和新刊。

  秦素银告诉记者，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参

与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参加了北大哲学研

究会，还拿到了一张新闻学研究会半年听课

证书。浓厚的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对青年毛泽

东的未来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根据《红星照耀中国》记载，1920年，毛泽

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一次他阅读了《共产党

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籍，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从此建立

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新希望在这里诞生

  1916年12月，旅法归国的蔡元培执掌北

京大学，他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教育方

针，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给北大带

来了新生。“北大的改革，自文科起”，蔡元培

赞同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

表的观点，力排众议聘请其担任文科学长，同

时建议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到

北京。

  据马海亭介绍，陈独秀主持的北大文科，

不同学术思想可以相互争鸣。在蔡元培的安

排下，年仅29岁的李大钊得以到北大担任图

书馆主任，刘半农、陈垣、杨昌济、徐悲鸿等，

以及在北大工作多年的钱玄同、沈尹默等新

派人物，在北大形成了革新力量，奠定了新文

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师资基础。

  在北大的六年，蔡元培形成了完整的教

育思想体系，并在北大建立了现代化的大学

制度。五四运动期间，他提倡科学与民主思

想，反对旧思想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

言文，曾多方营救参加运动而被捕的学生，最

终将北大打造成为新文化的中心和五四运动

的重要阵地。

  时隔百年，北大红楼再次成为北京著名

的地标建筑，以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每年

吸引数以万计的观众前来探寻马克思主义

扎根中国大地并迸发出灿烂光芒背后的故

事。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宣传五四精神，新时

代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不断完善北

大红楼的展览，将着重突出其革命旧址类博

物馆的展示特色，并从打造人文环境、增强

生活气息、营造真实历史氛围等方面，使旧

址原貌和陈列展览相协调，让更多走进这里

的人们切身感受到那个风云岁月中先烈们

的革命情怀。

  百年沧桑，矗立在五四大街的红砖红瓦

似在低吟当时曲折。凝望红楼，仿佛还能听到

那强烈的、发自生命的最强呐喊。当我们再次

回望这幢百年建筑，“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热流在胸中激荡。斯人已去，

丰碑永在，那永远高举着的双手和旗帜，永远

激励着无数后辈为这个国家的繁荣昌盛而

奋斗。

  图为北京大学红楼外观。

记者手记

  从踏入红楼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历

史的厚重。虽然讲解员说，办公室内的摆设基

本都非原物，但丝毫不影响记者去想象，这里

作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的

策源地和孕育地，曾经历和见证过怎样的坎

坷与辉煌。在红楼接受革命前辈的精神洗礼，

更深感受我党在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中，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无论顺逆境，都初

心不改、使命不移的伟大精神。

  红楼的每一寸土、每一块砖，仿佛都写满

无尽的记忆——— 那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民

族精神，那是“还有后来人”的坚定信念，那是

永远心系人民的矢志不渝。

□　人民日报评论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

代又一代可靠接班人。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党要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就必须持

之以恒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特别强调“年

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接班人，必须立志做党的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走过百年光

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70多年、拥有9100

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得到了

14亿中国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团结带领

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很重要的一

条就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并坚持了一整套光荣

传统和优良作风。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

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永远艰苦奋斗，这些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

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

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

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

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

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在仍

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的前进道路上，只有持之以恒

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我们才能战胜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

胜利。

　　精神的财富穿越时空，伟大的事业薪火相传。发

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对于年轻干部成长成

才至关重要。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

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一路走来，经

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

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

的忠诚”；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我们党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理论联系实际坚

持得好，党和人民事业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反之，

党和人民事业就会受到损失，甚至出现严重曲折”；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我们

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

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我们共

产党人开展自我批评，根本动力来自党性，来自对党

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

鲜明品格，“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

靠斗争赢得未来”；艰苦奋斗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

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

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年轻干部要接过艰

苦奋斗的接力棒，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和永不懈

怠的精神状态，勇挑重担、苦干实干，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足迹”。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回顾我们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打

仗，新中国的成立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搞建设搞发展，改革开放的推进也

已经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立志做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年轻干

部就能不负历史重托、不负时代召唤，奋勇争先、建功立业，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新华社北京3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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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目标要求、重点任务、工作安排，切

实增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赵克志强调，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

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

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

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要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牢牢把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要求和重点，

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及人民公安史相贯通，与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和在中国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

精神相结合，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突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赵克志要求，部机关各单位党组织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这项重大政治任务置于突出位置，

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

强化督促检查，切实把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公

安部实施方案确定的重点工作落到实处。要创

新方式方法，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

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把握正

确导向，树立正确党史观，及时澄清一些模糊认

识和片面理解，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要紧密

联系实际，把党史学习教育同履行主责主业、深

化公安改革、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有机结

合起来，努力以维护安全稳定、服务人民群众的

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成效，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

满意的答卷。

上接第一版

　　据节目主创介绍，《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坚持“深刻道

理要用生动的故事来表达”的创作理念，通

过若干真实感人的故事配合思想理论的阐

释。如第三集《留取丹心照汗青》从习近平

总书记的母亲给他讲“精忠报国”的故事切

入，将陈树湘“断肠明志”、红其拉甫民警守

卫边防、老英雄张富清深藏功名等故事娓

娓道来，来阐明“忠诚”的含义。

　　网友“柯基的喵”看了第三集在微博

上留言说，陈树湘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

绞断了肠子，来表明对祖国的一片赤诚；

张富清将军功章和奖状一直压在箱底，

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事迹。“看完这些感

觉自己实在太渺小了。以前考公务员只

是为了一份安稳的工作，现在我知道了

作为党员，要永葆忠诚之心，要真正地为

人民做事。”

　　其他各集节目也都采用鲜活生动的故

事来阐释主题思想：长征途中，战士刘志海

将最后一块银元上缴党费；“最美奋斗者”

王泽山院士研制火炸药；英雄杜富国奋不

顾身排雷受伤；上海市儿童医院和日喀则

市人民医院共同救助藏族儿童……

　　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杜烨能说：“在南湖

革命纪念馆讲解员、草厂胡同王大爷等人

讲述的小故事中，我充分感受到了习近平

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

风范和为民情怀，加深了我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情感认同。”

　　湖北省来凤县委宣传部青年干部李红

说，第二集中“信仰”二字直抵人心，结合最

近喀喇昆仑高原戍边战士牺牲的消息，

更对信仰之力感触颇深。“作为新时代青

年，我们更应该深耕信仰之基，把坚持学

习作为信仰培植的不二法门，坚守让信仰

落地，切实担负起新时代青年的历史使

命。”李红说。

努力打造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公安铁军
上接第一版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紧扣扫

黑除恶暴露出来的深层次问题，刀刃向内、

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彻底整治顽

瘴痼疾。要深刻认识开展教育整顿是更好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树立公安队伍新形

象的必然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群众

最期盼的事情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

改起，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进一步树立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良

好形象。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民警要

深化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开展教育整顿，

坚决打赢这场铁腕治警、正风肃纪攻坚战，

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重大政治任务。

　 赵克志指出，教育整顿的目标任务，是

要通过突出抓好四项任务，着力解决公安

队伍中存在的政治不忠诚、执法不公正、司

法不廉洁、遇事不担当、作风不过硬等问

题，使各级公安机关政治生态进一步优化、

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素质能力进一步增

强、执法司法公信力进一步提升，督促广大

民警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

责使命。

　　赵克志强调，要抓好学习教育，切实增

强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要深入开

展政治教育，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精心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学习党史与学习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人

民公安史贯通起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断增强

忠诚核心、拥护核心、跟随核心、捍卫核心

的高度自觉。

上接第一版 

　　“2020年，法工委共有16部法律草案征求

联系点意见，收到1300多条意见建议，许多好

的意见建议被吸收采纳，推动了立法精细化，

对于践行全过程民主重要理念、提高立法质

量和效率很有意义。”孙镇平说。

参与立法调研

　　2021年3月1日，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作

为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在起草

时广泛征求意见凝聚共识。为确保高质量立

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委托长江流

域的湖北襄阳、江西景德镇、江苏昆山联系

点就长江保护法草案开展专题调研，详细了

解到三地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修

复等情况。

　　2020年7月，刚刚被确定为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江苏省昆山

市人大常委会，就接到了开展长江保护法草

案意见征询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重任，昆

山基层立法联系点组织和利用全市智力资

源，同步开展专题课题调研。上报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的《关于长江保护法草案有关

问题的调研报告》，扎实呈现了昆山地区水

资源的基本情况、标准执行情况和污染治理

现状，深挖水生态修复困境和地方有益探

索，并分类梳理了基层企业群众、执法部门、

法务工作者三方面的意见建议。昆山基层立

法联系点对长江保护法草案的67条修改意

见，10条被采纳。

　　参与立法调研，是立法联系点的一项重

要工作。2020年，10个联系点均参与了法工委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立法工作专项调研，真实

反映基层实际情况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立法

意见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

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联系点。中

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胡明说，学校从“加强资

源共享，增强互动交流”“加强学术研究，提供

立法支持”“加强平台建设，搭建立法平台”

“打造国家立法高端论坛，整合优质资源”“加

强立法宣传，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五个方面，

为国家立法提供坚实的、全方位的服务。

开展法治宣传

　　2019年，全国“宪法宣传周”活动主场活

动在北京、上海两地同时启动，在上海启动的

主场活动，放在了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举行。

　　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煜昂介绍说，自

成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以来，虹桥街道就承担

起丰富民主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

极性等重任。在法治建设中，上海虹桥街道围

绕重点难点问题配合开展执法，做好群众工

作和法治宣传。依托古北新区涉外法律服务

项目开展普法宣传，不断增强群众的法治意

识和防范意识。

　　几年来，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的江西省

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在认真完成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交办的各项立法任务的同时，

还同步推进法治宣传工作。

　　“一方面，通过定向的法律草案征求意

见，提高基层群众对法律的关注度和知晓度。

另一方面，通过将正在审议的法律草案在市

人大网站刊发、微信公众号转发等方式，扩大

市民对法律草案的了解，为法律的出台和实

施预热。”景德镇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

责人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研究室

主任臧铁伟说，近年来，各联系点在国家宪法

日和“宪法宣传周”积极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

法治宣传活动，在民法典实施之际主动推动

民法典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推动全面依法

治国理念深入人心。

立法联系点推动实现全过程民主

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近日，浙江省

浦江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宣教民警走进

平安中心小学开展

“猜标志、学交规、

送安全”交通安全

进校园活动。图为

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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