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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2月6日讯 （记者 余勤 刘乐平 陆乐） 6日上
午，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领导和在杭副
省以上老同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集体收看江泽民同志追
悼大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深
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寄托对这位卓越领
导人的无尽哀思。

上午 10 时，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开始。胸佩白花的省领

导全体肃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默哀三分钟，表达对江泽民
同志的崇高敬意和深深的哀思。在追悼大会中，大家认真聆
听习近平总书记所致的悼词，追忆江泽民同志伟大光辉的一生。
追悼大会结束时，大家悲痛肃立，向江泽民同志遗像深深三鞠躬。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致的悼词，高度评价了
江泽民同志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充分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
族人民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厚感情和深切悼念。江泽民同志是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
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

大家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江泽民
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我们要化悲

痛为力量，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
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始终保持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态和越是艰险越
向前的斗争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推进“两个先行”，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

省党政军领导集中收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深 切 悼 念 江 泽 民 同 志
省党政军领导集中收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深 切 悼 念 江 泽 民 同 志

之江大地，哀乐低回。钱江两岸，深情恸别。
12 月 6 日上午，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浙江干部群众悲痛的目光投向大会直播画面，缅怀
江泽民同志的不朽功勋和崇高风范。

这一刻，九州同悲。这一刻，哀思绵绵。
浙江儿女难忘江泽民同志情系浙江、关心浙江的往事，难

忘一幕幕激励人心、垂注历史的画面。大家表示，江泽民同志
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将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浙江干部群
众将继承江泽民同志遗志，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深情缅怀，追忆历历往事

江泽民同志一直十分关心支持浙江的建设和发展，在担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数次到过浙江，对浙江的工作给予指
导。担任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后，他至少 7 次视察浙江，
对浙江的建设发展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这几天，沉浸在悲痛之中的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
农委原副主任委员迟全华，常常想起 30 多年前的往事。1991
年 6 月中旬到 7 月上旬，太湖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杭嘉湖平原
受灾严重。7 月 8 日到 9 日，江泽民同志来到嘉善县西塘镇视
察灾情，指导抗洪救灾工作。

当时在浙江日报社工作的迟全华前往采访，被江泽民同志
的亲民作风深深感染，“乘船进村时，洪水还没退去，来不及换
上雨靴，他就下船了，裤子上的泥水，一直溅到了膝盖。”

江泽民同志来到西塘镇沈道村，走进村民丁志林家。丁志
林和妻子兴奋地握住江泽民同志的手说：“欢迎总书记！快请
屋里坐。”江泽民同志在一张小木椅上坐下，笑着用上海话说：

“我讲格话，侬听得懂伐？”丁志林夫妻连声说：“懂格，懂格！”大
家都笑了。

“在沈道村，他用商量的口气跟村民说：我们又不能给老天
爷打电话，让它把雨停下来。要靠我们自己。今年秋冬要大搞
水利建设。这个事情搞好了，用上海话说，就是‘笃定’了。大
家说好不好啊？”

“如今，杭嘉湖平原抗洪涝灾害的能力早已今非昔比，离不
开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关爱。”迟全华说。

还有一件事让迟全华很感动。1991年7月8日，正在嘉兴
视察灾情的江泽民同志看了当天的《浙江日报》后说，《浙江日
报》办得很好，很有可读性。同年，他还为《浙江日报》题词：“当
好党的喉舌，反映人民心声。”

“我们永远怀念江泽民同志！”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追
悼大会的杭州市民政局巡视员岑卢波，记忆被拉回到 1991 年
10月26日。

那天，江泽民同志看望驻浙英雄模范连队，来到驻杭某部
“硬骨头六连”，岑卢波是当时的六连指导员。“这是我第一次与
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面，亲身感受到江泽民同志对部队官兵的
关爱。”岑卢波记得，江泽民同志仔细询问连队伙食情况，连战
士们早中晚吃几个菜都问得明明白白。

岑卢波回忆说：“江泽民同志看到连队荣誉室里有邓小平
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六连的题词，转头对我说‘这是很高的荣誉
啊’。”他鼓励六连，要把“硬骨头”这一光荣传统代代传下去，

“光荣传统是一种精神力量”“只要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什么困
难也不怕”。

6 日一大早，浙江大学降下半旗，师生们通过各种形式收
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紫金港校区还设置了集中收看点，沉
痛哀悼缅怀江泽民同志。

1995年5月，科教兴国战略首次提出，国家先后启动“211
工程”“985 工程”，浙江大学是首批入选高校。校史馆中保存
着一封写于1997年3月的联名信，是浙大校友、著名科学家苏
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写给江泽民同志的。4位科学家
在信中提出，希望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早日完成。“这封信得到
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原校长
潘云鹤说，1998 年 9 月，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
浙江医科大学组建为新浙江大学，江泽民同志题词：办好浙江
大学，为科教兴国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江泽民同志对浙江大学的殷切期望。”潘云鹤说，新
浙江大学成立，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顺应时代发展，为浙大加
速迈向世界一流打下了基础。

牢记嘱托，凝聚奋斗力量

收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年近古稀的浙江籍北京理工大
学退休教授冯长根思绪万千，30 多年前的场景又在脑海中
浮现。

1990 年 4 月，江泽民同志和“奋斗者的足迹”知识分子报
告团的座谈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作为报告团成员，首届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冯长根，第一次与
江泽民同志面对面。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江泽民同志身上有一
种家国情怀。他鼓励我这个‘小年轻’，要对自己的科研道路有
信心，将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冯长根
说，为国家而拼搏，为国家而学习，也成了他心中不变的信念。

正是在江泽民同志的激励下，冯长根几十年如一日地扑在
火工品与烟火技术等领域，并在燃烧与爆轰理论等方面形成一
批重大成果，为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

眼下，在嘉兴市南湖区湘家荡省级现代农业园区里，还有

4000多亩水稻正在抓紧收割。
1998 年 10 月 6 日，江泽民同志曾到这里视察，他强调，沿

海地区的农业要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上新台阶，必须在
科学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

“这激励着我们一代代农业工作者接力创新。”已在这里扎
根多年的农技推广员吴国华说，经过20多年深耕，园区农业核
心区面积从500亩扩大到1.5万亩，这里的农业数字化工厂，用
上了智能化温室技术、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系统等现代农业
科技。

吴国华说：“我们要牢记江泽民同志的嘱托，今后继续以
‘数字农业’唱响现代农业主旋律，加快推进农民创业创新孵化
园建设，全面推进农业数字化改革，打造现代都市农业标杆。”

在杭氧集团原党委书记潘云龙的心里，江泽民同志当年前
来考察的那一幕，同样始终难以忘怀。

1995 年，江泽民同志到浙江考察，了解以公有制为主体
的大中型企业改革情况。听到杭氧在不断深化改革、建立
现代企业制度时，江泽民同志说：“我赞同你这个观点！”还
提醒潘云龙，真正的现代企业，要十分注意企业资产负债率
问题。

“江泽民同志的嘱托激励着我们，坚持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实现国企高质量发展。”潘云龙说，1995年
9 月 26 日，杭州制氧机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加快了与市场经济
接轨的步伐。2010年，杭氧股份正式在深圳交易所上市，如今
已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空分设备和低温石化装备供应商，中国
气体产业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文化工作，曾经到过浙江小百花越剧
院（浙江小百花越剧团）。6日上午，越剧院全体演职员一起收
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1991 年 10 月，江泽民同志在杭州观看了一台我省文艺工
作者献演的汇报演出。在这台文艺晚会上，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原生代演员带来了《何文秀》《送凤冠》《十八相送》等拿
手戏。

“演出结束后，江泽民同志与主要演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
念。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对浙江文艺的鼓励，一直留在
我们的记忆中。”著名戏剧导演杨小青说，她当时是浙江小百花
越剧团副团长，如今依旧活跃在戏剧创排第一线。

在江泽民同志的关怀下，近年来，以“小百花”为代表的浙
江文艺界接续奋斗，创作出如越剧《枫叶如花》、歌剧《红船》等
一大批精品力作。杨小青说：“在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创作出
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

继承遗志，扛起使命担当

在宁波市奉化区滕头村乡村振兴学院，村两委班子、党员
和群众收看追悼大会，在悲壮的哀乐声中静立默哀。

“江泽民同志坚持从党和人民活生生的实践出发总结经
验、寻找路子”——悼词中的这句话，让滕头人感触尤深。
1991 年 10 月 21 日，江泽民同志来到滕头村考察，叮嘱当地干
部“稳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加强社会化服
务，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通过多年奋斗，滕头村 2021 年实现社会生产总值 125.7
亿元，村民人均收入达 7.5 万元。“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继
承江泽民同志的遗志，不断创新实践，继续推动乡村振兴。”滕
头村党委书记傅平均说，目前滕头村正在牵头成立乡村振兴联
盟，依托生态综合产业优势，带动联盟各村发展各类产业，再创
一个“了不起的滕头”。

“江泽民同志对民营企业很关心。”在收看大会直播时，正
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眼眶湿润，20多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

2000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来到正泰集团考察。在接待厅
看完介绍企业的电视片后，他和蔼地对南存辉说：“来，你坐在
我面前，我们敞开思想，交流一些问题。”这让南存辉格外激
动，搬起椅子坐到江泽民同志面前。江泽民同志耐心询问了
许多技术和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鼓励他们继续把企业做大
做强。

作为浙江民营企业的佼佼者，正泰集团始终牢记嘱托，从
以国内市场为主到服务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创新突破。“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改革的亲历者、实践者和受益者。”南存辉说，奋进新时
代，正泰将继续坚守实业、不断创新，向世界一流企业不断迈
进，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发展，一直深深牵动着江泽民同志
的心。

江泽民同志曾经考察过的我国东南沿海深水良港——宁
波北仑港区，也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

1991 年 10 月 22 日，时任北仑港区港机设备管理技术员
胡松虎，见证了江泽民同志的到来。那一年，宁波港已建成
国际第三、第四代现代化集装箱码头，而北仑港区正是全港
第一座专业化集装箱码头。目睹现代化港口的壮丽场景，
江泽民同志赞叹：“这了不起，吊臂一伸出手，就是 38 米长
啊！”他还在考察中强调，“要为国营大中型企业创造较为优
越的外部条件。”

如今，包括北仑港区在内的宁波舟山港，全港年集装箱吞
吐量已超3000万标准箱，实现了整整1000倍的大跨越。如今
已是高级工程师的胡松虎说：“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江泽民
同志的悼念，更加努力地工作，推动北仑港区向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不断为宁波舟山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强港’贡献力量。”

浙江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自觉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埋头苦干、奋勇前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江泽民同志永远活在浙江干部群众心中——

挥泪忆风范 奋楫启新程
本报记者 戴睿云 钱 祎 施力维 陆 遥 郑亚丽 李 攀 李 灿 王凯艺

12月6日上午，杭州市西湖区翠苑一区党员群众收看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 本报记者 魏志阳 拍友 郑群娜 摄

12月6日，在杭州武林广场，执勤人员默哀3分钟，悼念江泽民同志。 本报记者 徐彦 摄12月6日，在杭州武林广场，执勤人员默哀3分钟，悼念江泽民同志。 本报记者 徐彦 摄

12月6日上午，杭州地铁全线网运行列车就近停靠站台3分钟，全体乘客起立默哀。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