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对各地换届风气进行督导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周英峰） 记者

15

日从中组部获悉，

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近日联合派
出督导组，赴河北、山西、内蒙古、

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
南、湖南、广西、云南、西藏、新疆

14

个省区， 对各地换届风气进行督
促、检查和指导。

督导的主要任务是，全面了解
和掌握被督导地区贯彻中央关于
严肃换届纪律的部署要求，落实严
密组织、严明纪律、严肃教育、严格
监督、严厉查处、严加考核等“六
严”措施的做法和成效。督导实行
普遍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明察
与暗访相结合， 采取个别访谈、问
卷调查、民主测评、受理举报、查核

问题等多种方式进行。 既总结各地
好的经验，又督促整改存在的问题，

坚决查处违反换届纪律行为， 以推
动各地换届工作健康顺利进行。

督导期间， 各督导组在当地设
立并公开举报电话， 直接受理反映
换届问题的举报。 干部群众还可通
过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设立的举
报电话和网站，反映换届风气情况，

举报违反换届纪律行为。 中央纪委
举报电话：（

010

）

12388

； 举报网站：

http

：

／ ／www.12388.gov.cn

。中央组织
部举报电话：（

010

）

12380

； 举报网
站：

http

：

／ ／www.12380.gov.cn

。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纪委、中
央组织部将继续派出督导组， 分批
对各地换届风气进行督促检查。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上接第一版）问寒问暖，对了解到的营房保暖、托
儿上学、用煤用水、购物储菜、烧火做饭等问题，无
不指示有关部门一一及时加以解决。 公务员吴新
泉住在楼外平房，上世纪

60

年代，苏北的冬天异
常阴冷，部队发的棉被很单薄。一天晚上已是深夜
12

时，父亲看完书，信步来到小吴的宿舍，一进门
就感到寒气逼人，只见小吴在床上缩成一团，他转
身上楼，把自己的军大衣拿来盖在小吴身上……

父亲对自己要求甚严， 近乎苛刻。 他惜粮如
金， 我们至今吃饭总是把碗中的米粒刮得干干净
净，把掉在饭桌上的饭菜捡的无一漏网，这都是源
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大哥李和平结婚时，向家里提
出要

500

元， 结果被从未给他写过信的父亲知道
后，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也是给他写的唯一
一封信），不但批评还剖析了他的贪图虚荣和特殊
化的思想，结果，他没有从家里要到一分钱，只是
母亲在家中操持办了一桌酒席……

父亲一生视学习如生命。从红军时期起，他就
为了革命事业，养成了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的习惯。

无论是战争年代， 无论是和平建军时期， 无论是
“文革”的动乱岁月，无论是改革开放的日子，从战
士到军委领导，从普通党员到中央副主席，从少年
到老年，他无不是抓、挤、插，利用一切点滴时间，

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思想、军事、科技乃至文化、

经济、社会、生产等各方面知识。离开领导岗位后，

他依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我们去看望他时，经常
见他拿着红蓝铅笔在看书，不时地写写画画。夏日
炎炎，

80

多岁高龄的父亲， 也经常是一边扇着扇
子，一边专注地看书。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就是这样一个从大
别山走出来的，既普通又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

亲爱的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和平李南征李远征李雅雅李晓沪李优优
（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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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
11

月
19

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
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等。李德生（右三）参加会
见。 新华社发

1978

年
9

月
16

日，李德生（前右五）和彭冲等陪同邓小平在吉林省长春市接见当地
干部。

新华社记者刘恩泰摄

1992

年
10

月
9

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中央顾问委员会老同志合影。前排
左一为李德生。

新华社记者李治元摄

李 德 生 同 志 生 平

（上接第一版）参加了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包座、绥（靖）崇（化）丹（巴）懋（功）

战役和百丈战斗。

1936

年
12

月，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他重新入党。

1946

年，晋冀
鲁豫军区第

3

纵队党委决定，撤销张国焘错误路线时期对他的处分，恢复党籍，党龄
从

1932

年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历任八路军第
129

师
385

旅
769

团排长、连长、副营
长、营长和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

30

团团长。 先后参加了夜袭阳明堡机场、响堂铺、百
团大战等著名战役战斗和粉碎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数百次战役战斗，曾以

1

个营的
兵力打垮日军的

1

个大队，受到上级的嘉奖。 他还参加了创建和巩固太行、冀南、冀西
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1942

年
5

月， 日军纠集
2.5

万余人对太行根据地北部地区进行
“扫荡”，他临危受命，沉着指挥，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带领全营抢占有利地形，粉
碎了敌人一次次疯狂进攻，成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后方机关胜利突围。

1945

年
1

月，

担任团长的李德生同志，主动请缨攻打日军马坊据点。 他精心策划，周密组织，亲自化
装成农民深入日军据点侦察，随后带领

82

名突击队员一举端掉该据点，全歼守敌。 为
此，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长期侦察和坚决突击，太行我军收复马坊》的消
息，并配发社论称这一仗是典型的歼灭战。

解放战争时期，李德生同志于
1945

年
8

月任太行纵队第
4

支队
769

团（后改编
为晋冀鲁豫军区第

3

纵队
7

旅
19

团）团长，率部参加了上党、邯郸战役。

1946

年
12

月
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

6

纵队
17

旅旅长，率部参加了陇海、定陶、滑
县、豫北、鲁西南等战役，以及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在襄樊战
役中，他靠前指挥，巧用奇兵，“刀劈三关”，夺取了琵琶山、真武山、铁佛寺三道关口，

一举破城。 后参加淮海战役，率部连续
9

天急行军，协同其他部队形成了对黄维兵团
的合围，并担任主攻，激战两天一夜，攻占了双堆集东侧敌核心阵地，为全歼黄维兵团
和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

年
2

月，他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第

3

兵团第
12

军
35

师师长，

4

月率部胜利攻占了敌长江防线铁板洲阵地， 夺取了
渡江跳板。 随后参加了渡江作战、千里追击和进军大西南，参与组织指挥了西南剿匪，

完成组建地方武装、保护群众生产等任务，为西南地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地方建设作
出了重大贡献。

1951

年
3

月，李德生同志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2

军
35

师
师长、副军长、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先后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以南地区防御
作战和上甘岭战役。 在金城以南地区防御作战中， 他认真贯彻毛泽东同志“积极防

御”、“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指导思想，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改良坑道、巩固防御阵地
的同时主动出击，率第

35

师先后与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421

次，歼敌
1.9

万余人，改善
了我军的防御态势。 在上甘岭战役第二阶段，他奉命统一指挥在前线作战的第

12

军、

15

军所属部队，机智灵活，浴血奋战，反复争夺，击退敌人数百次猛烈进攻，赢得了上
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

1954

年
4

月，李德生同志任陆军第
12

军军长。他积极探索部
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坚持以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为中心，科学统筹部队各项建设和
工作，狠抓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和科学文化知识学习，有力促进了部队全面建设。 他认
真贯彻“以我为主”的训练方针，注重发现、培养、推广、运用先进典型，创造了“郭兴福
教学法”，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军推
广，由此掀起了大练兵、大比武高潮。 在抓好部队建设的同时，他大力组织发展农副业
生产，并建立连队和机关与驻地农村挂钩联系制度，帮助苏北地区发展生产、改变落
后面貌。 其间，

1957

年至
1960

年，他进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

“文化大革命”中，李德生同志奉周恩来同志之命率部赴安徽省执行任务，

1968

年
4

月至
1973

年，历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安徽
省委第一书记等职务，他在制止武斗、维护工农业生产秩序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稳定了安徽局势。其间，

1969

年
4

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央军委委
员，

7

月起参加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业务组、中央军委办事组工作。 在协助周恩来同志
分管水利部和国家体委工作期间， 参与了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筹建和邀请美国乒乓
球队访华等重要工作。同时，分管军队政治工作。

1970

年
4

月至
1973

年
12

月，任解放
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1

年
1

月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
与处置“九一三”事件，为稳定北京局势、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 “九一三”事件后，他参加军委办公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查获了林彪反革命
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罪证，并协助叶剑英同志承担了军队“批林整风”中的大量日常
工作。 他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排除重
重阻力，落实干部政策。 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方针，开展调
整兵力部署、搞好要地设防、加强部队训练等工作，并结合实际，加强“三打三反”训
练，组织指导诸兵种协同作战演习和研究性战术演习。

1973

年
8

月，在党的十届一中
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他坚决支持周恩来、叶剑英同
志的工作，坚持原则，不受江青等人的拉拢利诱。 后因受“四人帮”迫害，辞去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1980

年
8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为李德生同志平反，

恢复名誉。

1973

年
12

月至
1985

年
6

月，李德生同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带领军区党委一
班人深入调查研究，形成了一套适合特定历史条件下东北地区的作战和设防原则，促
进了东北战略区建设。 他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狠抓部队军事训练和作风培
养，有效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他提出了组建合成军和在东北西部地区组建守备区的重
大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肯定，并付诸实践。 他领导组建了我国第一个陆军预备役
步兵师，组建了全军第一个激光模拟对抗营。 他十分重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积极参
加和支持地方经济建设，协助地方抢险救灾，同东北三省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

他关心基层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建设，走遍了东北的山山水水和军营哨所，为巩固东
北边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担任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组长期间，走遍了全国各
主要疫区，为消除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5

年
11

月，李德生同志调到新组建的国防大学任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与校

长张震同志一道，团结带领校党委一班人和全校教职员工，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积极推行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全面建设和改革，为探索我军
高级干部培训的新路子，为国防大学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他
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第一位，带头抓好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发扬我军优良
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全校人员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经受了改革
开放和军队精简整编的考验。 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

积极适应综合性、研究性、开放性的办学特点，组织改革教学内容、方法、机制，加强和
改进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大力推进了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的现代化建设。 他重视教
研人员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选拔和使用优秀干部，使学校教研队伍和干部队
伍的素质有了较大提高。 他注重加强学校党委、基层党支部建设，重视抓好领导干部
管理教育工作，有效地提高了学校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他尊师重
教，关心爱护部属，经常深入教研室、学员队和基层单位蹲点，与广大干部、战士和学
员谈心交心，积极协调解决学校建设中遇到的许多实际问题，改善办学条件，为教职
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

1990

年
4

月，李德生同志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虽然年事已高，但仍十分关心党、

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 他和其他老同志共同创办了旨在“宣传爱国精神、组织爱国
工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并担任
会长，还兼任中国滑冰协会、中国武术协会名誉主席。 他积极参加中共党史、军史研究
工作，主编了《从郭兴福教学法到科技大练兵》，撰写了《李德生回忆录》和《军事思考
录》等著作，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德生同志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届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两次被任命为
中央军委委员，在

1985

年
9

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上分别增选、当选为中
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常委。

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88

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荣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在
8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李德生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事业充
满信心，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及改革
开放事业。 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领导艺术。 他身经百
战，出生入死，身先士卒，智勇双全。 他军政兼优，具有丰富的治军治校经验，注重调查
研究，善于总结经验，改革创新，为新时期军队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和国防教育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作风深入，求真务实，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发
扬民主，集思广益，注重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他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荣
辱不惊，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 他一身正气，廉洁奉公，公道正派，艰苦
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在党、国家和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赢得了
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崇敬与爱戴。

李德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损失。 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光辉人格永远
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的卓越功绩将永载史册！

李德生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1999

年
2

月
10

日，胡锦涛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在京老同志迎春茶话会。右一
为李德生。

新华社记者王新庆摄

抗日战争时期的李德生。

新华社发
1981

年
9

月，李德生在检阅部队主席台上。

新华社记者李保国摄
1992

年
12

月，李德生在家中学习。

新华社发
1997

年
5

月，李德生在徐州淮海战役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发

中国残联启动“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记者
赵超）

15

日是第二十一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为“改善残疾人民生，保障
残疾人权益”。中国残联宣布，“城镇
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全面启动。

我国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

积极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主导作用，

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促进
残疾人就业。据统计，

2010

年，全国
城镇实际在业残疾人数

441.2

万，

1749.7

万农村残疾人稳定实现就业。

“十二五”期间，中国残联将依
法全面推进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
业； 落实集中安排残疾人的用人单
位税收优惠政策， 稳定残疾人集中
就业； 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个体
从业；开发公益岗位，以社区为重点

拓宽就业渠道； 探索残疾人辅助性
就业， 扶助盲人按摩行业发展。“十
二五”时期，我国将实现城镇新增残
疾人就业

100

万人，同时建立起保护
和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政策法规体系
和长效工作机制。

“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工程”将
对残疾人就业情况进行实名制统计
管理，为新增就业残疾人建立台账，

实行动态管理； 更加完善残疾人就
业援助制度； 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职
业教育和职业培训， 全国挂牌成立
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

1000

家； 加快
推进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规范化建
设；加大资金投入，广泛开展残疾人
职业培训，给予残疾人岗位补贴、社
会保险补贴，扶持残疾人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