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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锴） 6月 7日上午 9时，
2021 年高考正式鸣锣开考。今年我市共有
13611名考生奔赴考场，他们将在 3天时间里，
为梦想奋力一搏。当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曹炯芳，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迎春分别带
队到市工贸中专、市一中、湘潭县一中、湘钢一
中等考点巡考。市领导陈忠红、傅军参加巡考。

当天上午 7时 30分，我们来到湘钢一中考
点时，已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在考点外等待。候
考的学子们从容淡定，有的抓起书本在做最后
的准备，有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轻声聊天。交
警、特警、医护人员等早已到位，维持考点外秩
序。湘钢一中校门前的路面较窄，过往车辆和
行人较多，极易发生拥堵，为确保道路交通安
全、畅通，交警等部门提前部署，对沿线实施临
时性的交通管制措施。

8时30分，市三中考点，在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的引导下，统一佩戴口罩的考生有序进入排
队区，测量体温、出示相关证件后才能进场考
试。这时，经过考点附近的摩托车、电动车均文
明行驶，无鸣笛现象，周边商户也都按下了“静
音键”，为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

为保障“健康高考”，市卫健委制定了国家
教育考试新冠肺炎疫情等疾病防控应急预案，
并向每个考点派出医务人员和救护车，成立考
点临时医疗防治站。市三中有关负责人告诉我
们，今年，该考点共有 700名考生参考，设有 33
间考室，其中 3间为备用考室。考前，考务人员
和考生均提交了高考前14天的身体健康状况监
测表，以及行程码、健康码，所有考务人员均完

成新冠疫苗接种，此外，考点还配备了充足的防
疫物资。

随着9时考试铃响，高考首门科目语文正式
开考。这时，市一中考点外少数送考家长仍未
离去。一名家长说：“虽然守在这里帮不上孩子
什么忙，可不守着心里又总放心不下，干脆等着
孩子考完一起回家吃中饭。”

2021年高考是我省高考综合改革实施以来

的首次考试，湘潭市设有雨湖区、岳塘区、湘潭
县、湘乡市、韶山市 5个考区，12个考点、517个
考场，共有 19689名学生报名，其中有部分考生
由于提前参加单招已被录取等原因不再参加高
考，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13611人。自高考组织
保障工作启动以来，我市迅速建立健全教育、卫
生防疫、公安、城管等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构
建全面防控体系，确保考生安全、顺利考试。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亮丽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
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
代传下去。

5月 27日，东方红广场上，红歌嘹亮，
红旗飘扬。由湖南省委网信办指导，湘潭
市组织的“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
之路”网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

4天时间里，采访团成员沿着伟人的足
迹，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探寻红
色密码，弘扬革命精神。大家既参观革命
旧址，又聆听红色故事；既开展座谈，又慰
问烈士后人；既重温原著，又感悟心得，共
刊发新闻报道 200多篇，微博话题阅读超
1.2亿人次。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热起来”，
这是一次创新探索和生动实践。

全景式体验：
铭记红色历史，追寻红色足迹

1927年 5月 27日和 6月 12日，共产国
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
和英文转载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这是共产国际刊物首
次转载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报告》像一盏穿
透迷雾的指路明灯，为国民革命的胜利发
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时代在变，《报告》
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以及工作方法，仍具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是拥抱
未来的最好姿态。为此，“重走毛泽东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之路”网络宣传活动选择
在5月27日启动。

“来到伟人故里，重走伟人之路，近
距离与历史对话，感触会更深，收获更
多。”“回望历史，才能更好地珍惜当下。
希 望 自 己 从 中 汲 取 更 多 前 行 的 力
量。”……此次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吸引了新华网、中新网、红网、新湖
南、华声在线等主流网络媒体，新浪、腾

讯、搜狐、网易、抖音、百度、凤凰网等商
业媒体，以及湖南日报等传统媒体近 20
家单位的媒体记者共同参与。此外，国
内、省内知名网络人士，湘潭党史专家，
以及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历史专业
的学生纷纷报名加入采访团。

位于雨湖区的和化坛是采访团抵达的
第一站，也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
第一站。当时，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与此同时，农民运动又遭受种种攻击与责
难，被诬蔑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如何
认识当时的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毛泽东
从这里启程寻找答案。采访团从这里出发
找寻初心。

重修的建筑已然老旧，碑刻的字迹渐
渐模糊，那段历史却随着党史专家的介绍
慢慢浮现，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大家的脑
海中。大家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
的岁月，跟随一个身穿蓝布衣衫、意气风发
的年轻人，从湘潭、湘乡到衡山、醴陵、长
沙，进农村访农户、察民情、听民声，一路走
一路看，一路听一路思。

主题式行进：
共忆峥嵘岁月，弘扬革命精神

每一处红色文化遗址都是峥嵘岁月
的见证，承载了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史，记载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
事迹。

此次活动以重走的形式，参观重要历
史旧址，聆听党史专家介绍，重温当年毛泽
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形，以及一系列
理论思想提出的过程，深刻领会毛泽东关
于革命的精神内核。

在雨湖区、韶山市，采访团来到和化
坛、毛震公祠、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
馆等地。 下转7版①

我市13611名学子奔赴高考考场

一条道路的命名，大多与当地的名人胜迹
有关。从湘乡人民广场出发，驱车前往陈赓同
志故居，便能印证这一点。

整个路程约 11公里，需经人民路、大将南
路、大将中路、湘乡大桥、大将北路、240国道等，

“大将”是导航播报里出现频次最高的路名，纪
念的是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
导人之一、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陈赓。

大约 20分钟车程后，我们到达陈赓同志故

居所在地——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陈赓在这
里出生、成长、学习，度过了青少年时代。2011
年，湘乡对陈赓同志故居进行了修缮，再现了陈
赓少年时代的成长环境。

这是一处灰墙青瓦的建筑，依山傍水，掩映
在一片绿色中，古朴而别致。故居大门上挂着
的对联“德循羊祜，源绍吉安”，出自陈赓的祖父
陈翼琼之手，大意为：品德要学习西晋名将羊
祜，博学能文、清廉正直；不要忘记陈家的祖居

地在江西吉安。
陈赓正是在这样的家风熏陶下成长起来

的。故居里的诸多细节可以佐证——
陈家乐善好施，深为乡人敬重。抗日战争

时期，灾民成群结队来到这里，陈家慷慨卖田施
救，到最后自家仅剩 1.3亩田，陈家的房屋也无
偿地让给了穷人居住。在故居，我们看到了陈
家专门留给孤寡老人、残疾人、孤儿和无家可归
的乞讨者居住的房间。 下转7版②

“跟‘小红书’去旅行”系列报道④
大将故里追“红星”

本报记者 冯叶

不忘来时路 奋进新征程
——“重走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路”网络宣传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翁灵娜 杨阳 付鼎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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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中午，湘钢一中考点，语文考试结束后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本报记者 欧阳天 摄）

我国拟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

“身处困境的孩子，何以望星空？”系列报道

福利院的孩子是怎样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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