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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李丽王恒志李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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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
以说是家喻户晓， 但“长征”“万里长
征”“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些概念是何
时出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和“万里长征”等概念指的
是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３６

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
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 甘肃
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 但这些概念
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 而是随着
红军战略转移的演进而逐步提出的。

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中央红军（即红一方
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后至遵义会议，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在
所发的指示、命令和会议决议中，并没
有把这次行动称为“长征”，而是称为
“突围”“长途行军”“反攻”“西进”“突
围战役”“突围行动”等。同年

１１

月，中
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 在莫
斯科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中国部全
体工作人员作报告时，提到了“长征”，

这是目前所知党的文献中最早出现
“长征”的概念。不过，王明所说的“长
征”， 并不是指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而是把红
７

军团北上和红
６

军团西征称
为“长征”。

１９３５

年
２

月
２３

日，红军总政治部在
《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
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这是目前所见的将中央红军的行动称
为“长征”的最早文献。

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红军总司令朱德在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指出：“红军万
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

尊重彝人风俗”，第一次提出了“万里长
征”的概念。

６

月
１２

日，张国焘、徐向前、

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
告中也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
里长征， 屡克名城， 迭摧强敌”。

７

月
１０

日，《红星》报在第
２５

期社论《以进攻的
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中开始使用“万里长征”一词。

随着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路线的不
断延伸，“长征”的定语由“万里”逐步
增大。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４

日至
６

日， 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 决定恢复红
一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红一、 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

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
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
大事业”。

９

月
１２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
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将
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先行北上
的红一方面军第

１

、 第
３

军和军委纵队
改编而成） 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
１９３５

年
９

月
２２

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
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 经过两万多里
长征， 久经战斗、 不畏艰苦的指战员
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

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

来战胜一切困难！”

１９３５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陕甘支队胜利
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泽东在对萧锋的
讲话中指出：“根据红

１

军团团部汇总，

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 在这里，毛
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
所说“二万五千里”，指的是最多的走
了这个里程。 他在随后的讲话中也称
红军长征“二万里”。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中共中央在《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
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
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
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 跨过了十一
省的中国领土， 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
屈不挠的精神， 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
国的西北地区， 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
军取得了会合”。

１１

月
２８

日，毛泽东、朱
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
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
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
万五千里的长征， 历尽艰难困苦北上
抗日”。可见，“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
概念是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结束时
提出的，是专指红一方面军的。

此后， 随着红军长征的英雄业绩广
为流传，这一伟大壮举的影响不断扩大，

“长征”“万里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概念逐渐被固定下来，并广泛使用。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４

日电）

“里约大冒险” 奥运新剧情

———里约奥运会七大看点

真是什么事儿都让里约奥运赶上了。

奥运盛会首次在南美搭台， 本有
１２０

年历史的传统剧本，无奈画风突变：东道
主陷入经济危机不说， 连总统都被停职；

寨卡病毒的爆发，让前来里约的代表团谈
蚊色变；突如其来的兴奋剂事件，令国际
奥委会措手不及，也带来了争议、疑惑和
反思；高尔夫刚进入奥运会，职业高手们
却不给面子纷纷退出。

不可抗力多得罕见，但巴西热情从来
不少。当奥林匹克来到“一个新世界”，里
约之旅将是别具风情的“大冒险”，也是百
年经典的新剧情。

新世界———大冒险还是大狂欢
现代奥运会在

１２０

年后首次走进南
美，“神奇之城”里约将给奥林匹克带来怎
样的“新世界”？

美景美食是必不可少的：俯瞰众生的
巨大耶稣像、风情万种的科帕卡巴纳海滩、

媲美中华料理的巴西烤肉、秒杀可乐的“神
水”瓜拉纳；足球和艺术也是不可或缺的：

“五星巴西”的历史荣光、蜚声全球的狂欢
节、风靡世界的“巴萨诺瓦”音乐、激情性感
的桑巴狂舞……这个热带国度制造的惊喜
和奇迹，那是绝不会让眼球寂寞的。

但总是坏事传千里。筹备中，政治经
济的动荡让首次举办奥运会的东道主腰
包缩水，财政紧张；开赛前，这里抢劫、那
里爆炸、各种故障的负面新闻满天飞。

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东道主也是全
力以赴的，高规格是不存在的，但不靠谱
也是有底线的，至少最核心的训练、比赛
和采访是可以保证的。话说回来，因陋就
简、节俭办赛难道不正是国际奥委会

２０２０

议程中提倡的改革精神？

万事开头难。负面消息也是历届奥运
会正餐前的传统开胃菜， 你懂的。 想想
２００４

年雅典奥运会、

２０１０

年南非世界杯，

还是原来的配方，都是熟悉的味道：赛前
这忙那乱一团糟，开幕了就你好我好大家
好。随着东道主用充满天才创意的开幕式
点燃激情，这场“里约大冒险”，基本上会
变成“里约大狂欢”。

前方高能预警：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眼瞅着奥运就要开幕，最令人不放心

的安全问题仍然警钟长鸣，里约热内卢到
底安全不安全，几乎快成了全球人民共同

的关注话题。

虽说每届大赛前，类似的话题总会成
为热点，但如此集中和持续倒真是前所未
有。在段子手们描绘的里约图景里，抢劫
与爆炸齐飞，寨卡共污染一色，让人不禁
怀疑这奥运会还开得下去么？

答案当然是开得下去。 客观来说，里
约的治安问题确实存在，连组委会官方都
承认这一点， 并给出了一些防范建议，其
中的关键词是不要露富和提高警惕。建议
不算给力， 但里约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一
直以来，安全问题都是大赛最需要重视的
部分，里约虽然变成了“加强版”，但这个
版本目前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安全本身也
是个概率问题，谁又能想到

１９９６

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奥林匹克公园会发生爆炸呢？

寨卡病毒也不得不提，但世界卫生组
织都说了，除了孕妇，一般人没大问题。而
从实际情况看， 里约的冬天虽然不算寒
冷，但蚊子确实不多，加上东道主的大规
模除蚊行动，足以安枕。

很明显，关于安全的话题不会随着奥
运开幕结束，又或许，只有到了闭幕那一
天，全球的人们才会舒一口气。

无悬念！中国军团稳居次席？

里约奥运会最没有悬念的，大概就是
金牌榜前两位的归属了。

美国代表团这么多年只在北京“失
手”过一次。在里约，仍然没有谁能撼动他
们的江湖地位，至于金牌数，应该仍在

４０

枚以上。

“四字头”的美国之后，就应该是“三
字头”的中国军团了。

中国代表团这一次又刷新了历史———

４１６

人是境外参赛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将
参加

２６

个大项、

２１０

个小项的比赛。

中国传统强项堪称“六大金刚”，过去
两届均贡献了七成金牌， 如今乒乓球、跳
水、举重实力依旧，羽毛球小有退步，射击
相对不确定性较大，只有体操可能本届会

比较惨淡。

想看中国队夺金牌，那么看这几个项
目总是没错的。

当然，星也是要追的，比如孙杨、宁泽
涛、苏炳添、钟天使、吴静钰，以及郎指导
的中国女排。

数来数去，中国军团拿到
３０

枚以上金
牌还是有保障的。这个数字，比上不足，比
下绝对有余，妥妥的金牌榜第二名。

超人终极
PK

？

每届奥运会的超级巨星，通常来说不
是水里游的就是地上跑的。 本届奥运会，

依然是菲尔普斯和博尔特两位现实中的
“超人”对决。由于里约可能是两人最后一
届奥运会，史上最伟大的“飞鱼”和“飞人”

的同台
PK

，或许就看这一次了。

一个是
１８

金在手的奥运最多金选手，

一个是短跑三项目奥运卫冕王，两人在各
自的项目上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但在里
约，还得承认一度破纪录如砍瓜切菜的两
人巅峰已过。岁月不饶人，菲鱼已入而立，

博尔特马上奔三。

博尔特已有挑战者———美国老将加
特林在去年的北京世锦赛上仅以

０．０１

秒
的差距败北，输得很是不服；而牙买加人
据说已痊愈的腿伤仍让人捏着一把汗。菲
鱼退役后又复出，虽说状态恢复得七七八
八， 但只参加三个个人项目是现实的选
择。当然，也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揣测“非人
类”，两人不是没有可能重现上届的辉煌。

也无需为超人们的告别过于感伤，退
不退役看心情。罗切特说了，上届菲尔普
斯说要退役，不就很快回来了嘛？

同时， 作为在足球王国举行的首届奥
运会， 东道主的最大牌明星内马尔必须抢

镜。 若他能率领巴西实现奥运男足金牌零
突破，一个“民族英雄”的称号是跑不了的。

前所未有的兴奋剂之争
赶在里约奥运会之前， 突如其来、前

所未有、 迷雾重重的俄罗斯兴奋剂事件，

将在奥运史册上留下复杂的一笔。

原本只是对俄罗斯田径队禁赛与否
的争执，在奥运开赛前不到

２０

天，随着世
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一份“独立个人报告”

出炉，“禁止俄罗斯参加奥运会”这个看似
异想天开的议题，居然变成了国际奥委会
的议题。

这份短短
５７

天就出炉的
１００

页左右的
报告，称俄罗斯体坛兴奋剂问题是“政府
行为”，其中“更换尿样”等细节媲美好莱
坞谍战片。而俄方一直否认指控，俄总统
普京称，这些有针对性的行径中包含了声
名狼藉的“双重标准”、所谓的“集体责任”

和“有罪推断”，与体育精神、公平和正当
权益的标准水火不容。

在各方压力下，最终国际奥委会决定
不对俄罗斯队实施集体禁赛，而俄罗斯也
表示不会抵制里约奥运会，并会同国际奥
委会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密切合作，避免
了“冷战”后奥林匹克运动的又一次分裂。

但俄罗斯田径队、举重队和其他一些
运动员的缺席，还是令本届奥运会俄罗斯
代表团实力大损。而俄罗斯体育未来也需
要思考如何摆脱阴影、捍卫荣誉。

国际奥委会现在还在和世界反兴奋
剂机构掰扯，巴赫炮轰是后者的疏漏造成
了现在的局面，并意味深长地说反兴奋剂
体系应更透明和独立。确实，无论在技术
还是规则上， 反兴奋剂工作都需要更严
谨、客观、透明和独立的体系，并应坚持同
一个标准。

“新”项目并不新，高尔夫很尴尬
夏季奥运会在里约多了两个小伙伴：

高尔夫和橄榄球。

其实，这两个小伙伴以前都曾是奥运
会成员，当然，高尔夫已经离开了

１１２

年，

橄榄球也告别了
９１

年。

相比橄榄球项目的低调回归，高尔夫
百年后的回归多少有点尴尬，因为大牌球
员们并不买账。

一众男子高手以寨卡病毒肆虐为由
拒绝参赛，令奥运会高尔夫比赛显得有些
“

ＬＯＷ

”，现在关于高尔夫最热门的话题并
不是谁能夺冠，而是“高尔夫还能留在奥
运会多久”？

在很多人看来，将于明年进行的投票
很可能再度将高尔夫“逐出”奥运。

仔细想想，如今的高尔夫有点像早些
年的网球，因为高度职业化，很多顶尖选
手对奥运会兴趣缺缺。另一个例子则来自
拳击，今年国际拳联改制允许职业选手参
加奥运会，虽说决定的时间有点晚，但绝
大多数职业高手同样反应平平。

近年来，国际奥委会在奥运设项上改
革力度不小，如果高尔夫的回归最终被证
明很“失败”，那么未来国际奥委会在确定
项目改革时恐怕也会慎之又慎。

看！难民代表团的梦想
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上最独特的

存在———史上首个难民代表团将在里约
奥运会上亮相。

近年来， 深受战乱和贫穷困扰的中
东、非洲等地难民们一路颠沛流离前往欧
洲，造成难民危机。为了让全世界知道难
民问题的严重性，让人们认识到难民也是
这个世界的一分子，国际奥委会组建了难
民代表团。

电影里说：人没有梦想，那和咸鱼有
什么区别。

这些背井离乡的体育人，就从未放弃
过他们的梦想。

虽然只有
１０

名运动员， 虽然他们在各
自参加的项目上可能无力争夺奖牌， 但能
站在奥运赛场上本身就已经足够。 而且他
们还将在开幕式上位列东道主巴西之前入
场，从他们开幕前曝光的关注度看，这些难
民运动员将在奥运会上享受“大牌”待遇。

但显然，这些难民运动员们宁可不要
这个“大牌”待遇，也希望能代表各自的国
家和地区参赛。

希望他们的这个梦想，在下届奥运会
上可以实现。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８

月
３

日电）

７亿多网民，日均上网3.8小时

———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透视

３

日，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第
３８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
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７．１０

亿，农村网民
１．９１

亿，手机网
民规模

６．５６

亿， 人均周上网时长
２６．５

小时……一系列数据， 从不同
侧面透视出我国互联网发展的新成
果、新趋势、新动向。

网民规模破
７

亿
城乡普及率仍有差距
从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

３

年后的
１９９７

年起，

ＣＮＮＩＣ

就开始统
计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

１９９８

年之后形成每年
１

月
和
７

月定期发布的惯例。一年两次的
报告， 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发展翻天
覆地的变化。

梳理历次报告数据就可以直观
印证：截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底，上网用户
总人数为

１０３００

万人， 首次破亿；截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 我国网民规模达
到
４．５７

亿， 互联网普及率
３４．３％

，三
分之一国人接入互联网；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６．８８

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５０．３％

， 半数国
人接入互联网。

此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７．１０

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
２１３２

万人，互
联网普及率为

５１．７％

， 较
２０１５

年底
提升

１．３

个百分点，超过全球平均水
平
３．１

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８．１

个百分点。

针对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不断
扩大的趋势，报告认为，这是由于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利
好政策的持续出台， 以及互联网对
于各个行业的渗透， 共同促进了网
民规模持续增长。

报告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我
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

２６．９％

，规
模为

１．９１

亿。 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
率超过农村地区

３５．６

个百分点，城
乡差距仍然较大。

报告调查认为，“不会上网”和
“不愿上网”仍是农村人口上网的主
要障碍，

６８．０％

的农村非网民因为
“不懂电脑

／

网络”不上网，认为“不
需要

／

不感兴趣”的农村非网民比例
为
１０．９％

。

ＣＮＮＩＣ

互联网发展研究部副主
任刘鑫认为， 除了宽带网络覆盖等
“硬件建设”之外，包括普及互联网
知识、贴近农民需求、培养农民上网

意愿等“软件建设”应成为农村非网
民转化的重要方式。

进入移动互联时代
网民日均“粘屏”

３．８

小时
近年来， 国人的上网方式也发

生很大变化， 从
ＰＣ

端的门户网站、

搜索引擎到如今的智能手机、

ＡＰＰ

，

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时代。

“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走过
２２

年，

其中
２００８

年是重要的节点， 标志性
事件是智能手机进入市场， 还有和
智能手机应用有关的

ＡＰＰ

商店模式
进入市场， 推动我国互联网进入移
动互联时代。”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
事长高新民说。

手机超越传统
ＰＣ

终端成为国
人上网主要方式的时间是

２０１４

年。

根据第
３４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我国
手机网民规模达

５．２７

亿， 网民手机
上网使用率达

８３．４％

， 首次超越传
统
ＰＣ

使用率（

８０．９％

）。

由于随时随地的便捷性， 不断
丰富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与工作、生
活、消费、娱乐需求的紧密贴合，手机
“第一大上网终端”地位更加稳固。

此次报告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６．５６

亿。网
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２０１５

年
底的

９０．１％

提升至
９２．５％

，手机在上
网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仅通
过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整体网民规模
的近四分之一。

而与之相对应， 使用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都
较
２０１５

年底出现了不同比例的下降。

手机从通话工具成为上网终
端，手机上网催生的“低头族”，随时
随地碎片化上网时间的不断累加，也
让国人的上网时长不断增加。报告调
查显示，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
人均周上网时长为

２６．５

小时，比
２０１５

年提高
０．３

小时。这相当于
７．１

亿网民，

平均每人每天上
３．８

小时的网。

而这些“粘屏”数据中，年轻人
无疑作出了最大“贡献”。报告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我国网民仍以
１０－

３９

岁群体为主， 占整体的
７４．７％

。其
中
２０－２９

岁年龄段的网民占比最高，

达
３０．４％

，其次是
３０－３９

岁和
１０－１９

岁
的群体，分别占比

２４．２％

、

２０．１％

。

“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移动互
联网仍然处于发展前期， 尤其是手
机将成为更多智能设备的连接器，

包括穿戴设备、智能家电等，都可以
通过手机实现移动互联。将来，手机
的信息价值会不断提升， 包括大数

据的挖掘， 都将更多通过手机端来
实现。”刘鑫说。

报告数据显示， 随着智能电视
行业的快速发展， 电视作为家庭网
络设备的娱乐功能进一步显现，国
人使用电视上网的比例为

２１．１％

，

较
２０１５

年底增长了
３．２

个百分点。

互联网新业态迸发
国人上网最常干五件事
通过手机聊天、社交、看新闻，

网购、理财、打车、订外卖，旅游、听
音乐、看视频、看直播……互联网在
引领传统产业巨大变革的同时，也
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
幅扩展了我们的生活空间。

报告显示，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我国
个人互联网应用保持稳健发展，除
网络游戏及论坛

／ ＢＢＳ

外，其他应用
用户规模均呈上升趋势， 特别是手
机端大部分应用均保持快速增长。

从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中国网民各类
手机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来看，手
机即时通信（包括微信和

ＱＱ

等）的
用户规模最大，达

６．０３

亿人，使用率
高达

９１．９％

， 紧随其后的是手机网
络新闻（用户规模

５．１８

亿、 使用率
７８．９％

）， 手机搜索（用户规模
５．２４

亿、使用率
７９．８％

），手机网络音乐
（用户规模

４．４３

亿、 使用率
６７．６％

）、

手机网络视频（用户规模
４．４０

亿、使
用率

６７．１％

）， 以及手机网上支付、

手机网络购物、手机网络游戏、手机
网上银行、手机网络文学等。

由此可见， 当前国人用手机上
网最经常干的五件事就是： 即时通

信、看新闻，搜索相关信息、听音乐、

看视频。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什么互联网应
用最“火”？

从增长速度来看， 网上外卖以
３１．８％

的半年增长率一枝独秀，成
为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增长最快的个人互
联网应用。 手机端网上外卖用户规
模的增长更为明显， 半年增长率为
４０．５％

，用户规模达到
１．４６

亿。也就
是说， 有

１．４６

亿国人在用手机订外
卖。 网上外卖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
的阶段，将有巨大发展潜力。

报告分析称：“随着城市人群互
联网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 个体消
费能力的显著增强， 个性化配送服
务消费习惯的逐步养成， 以及中国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网上外卖服务
需求将急速扩张。”

刘鑫同时介绍，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

最吸引公众关注的互联网应用非网
络直播莫属。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网络
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３．２５

亿，占网民总
体的

４５．８％

。这其中，特别是真人聊天
秀直播和游戏直播在资本力量的推
动下得到快速发展，网民使用这两类
直播的比例分别为

１９．２％

和
１６．５％

。

在网络直播“野蛮生长”的过程
中， 也出现了涉淫秽暴力等违法问
题。对此，文化部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开展
了对互联网直播平台违规直播行为
的专项整治行动， 并要求网络主播
必须实名认证， 未来网络直播监管
将更加严格。

（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３

日电）

8

月
3

日，中国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运动员村举行升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陕北吴起镇战斗旧址（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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