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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 12月 9日，邓小平同志在济南听取姜春云同志汇报山东省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新华社发

2000年 3月 13日，江泽民同志和姜春云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九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讨论。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2002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胡锦涛同志与姜春云同志交谈。
新华社发

1995年10月2日，姜春云等同志同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
祝活动的乌鲁木齐市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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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和社
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五届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姜春云同志，因病于2021年
8月28日20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姜春云同志，1930 年 4 月生，山东莱西人，
1946 年 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7 年 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6年至 1949年先在山东省莱西县教师
训练班学习，后任莱西县土改宣传工作队队员，莱
西县马仁区姜家泊小学教员，中共莱西县马仁区委
文书，中共莱西县委文书、秘书。1949年至 1957
年先后任中共莱西县委秘书、县委委员兼办公室主
任，中共山东省莱阳地委生产合作部秘书科负责
人。1957年至 1960年先后任中国土产出口公司青
岛分公司副科长，山东省青岛市外贸局秘书科副科
长。1960年至 1966年先后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
指导员、一级巡视员、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至
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先后下放
农村和“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至 1977年先后
任山东省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负责人、省革委会办
公室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兼秘书组组长、省革委会办
公室副主任兼秘书组组长。1977年至 1984年先后
任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厅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共山东
省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
委秘书长。他全力做好省委重大事项实施协调服务
工作，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积极为省委
工作出谋划策，推动省委决策部署落实。

1984年至 1987年，姜春云同志任中共山东省
委副书记兼济南市委书记。他带领市委一班人大刀
阔斧实施一系列改革创新措施，推动干部群众解放
思想、更新观念，推动实施“弹跳式改革”，建设
文明清洁城市，整治强化基层组织，积极倡导“兴
科教、聚人才、扬文化、促文明”，使济南各项事
业发展呈现出新局面。

1987年至 1988年，姜春云同志任中共山东省
委副书记，山东省代省长、省长。1988年至 1992
年，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省委党校校长。1992
年至 1994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山东省
委书记。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引导干
部群众从旧观念和小生产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在
全省开展关于真理标准、发展商品经济、对外开
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大讨论，鼓励各
级干部大胆试、大胆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总结
推广诸城贸工农一体化、寿光温室大棚蔬菜种植等
鲜活经验。他坚定不移推进山东改革开放事业，全
面铺开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种植业内部和整个农
业、农村经济良性循环，调整优化重轻工业、大小
企业结构比例，大力发展城乡流通服务业，构建农
村和城市两大社会化服务体系。他领导实施区域发
展战略和强市强县带动战略，推进“海上山东”和

“黄河三角洲综合开发”两大战略工程，重视能
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引黄济青、
济青高速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大规模对外招商引
资，推动设立各类开发区。他领导实施科教兴鲁战
略，在全省兴起大办教育热潮，显著改善中小学校

基础设施，推动创办烟台大学、青岛大学等一批地方
大学，实行放活科研机构、放活科技人员和引进人
才、引进技术政策，推行“政科教”“产学研”相结
合。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他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带领省委班子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有力维护了全省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稳定。他注重抓
党的建设，主持制定省、地 （市）、县委书记“约法
三章”，坚定不移推进反腐倡廉。他坚持两手抓、两
手硬，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他从省情出发开创山东改革开放、经
济发展和党的建设新局面，推动山东步入全国经济大
省行列，对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4年9月，姜春云同志在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
上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成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1995 年 3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业和农村工作，分管
农、林、水等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他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采取系列措
施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深化农村改革、调动农民积
极性，推动我国农业取得突破性发展，提前实现中
央确定的到 200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 1万亿斤的
目标。他坚定不移贯彻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强调要
真正把农业科技摆在第一生产力的位置，实行“种
子革命”，有效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加快农业现代化
进程。他积极推动全国农业产业化，强调要选准优
势产品产业、抓好龙头企业建设、注重采用先进技
术、正确处理利益关系、形成科学规划和良好机
制，推动一二三产业有效融合。他认真落实党中央
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决策部署，研究采取系列政策
措施，坚持依法监管，有效减轻农民负担。他针对
水利建设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一系列治水兴水的思
路和举措，抓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加强农田水利
基本建设，大力开展节约用水活动，加大水土保持
工作力度。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他
未雨绸缪，狠抓各项防灾抗灾措施落实，推动从根
本上提高我国江河、水库和城市的防洪能力，多次
奔赴现场指挥防汛抗旱工作，在防灾抗灾和灾后重
建工作中倾注大量心血。作为全国绿化委员会主
任，他高度重视林业建设，加大造林绿化力度，大
力推进三北防护林体系三期工程建设，推进十大重
点林业生态工程。他积极探索荒漠化治理之路，集
成各地治理经验，把封山育林、封牧育草等作为治
理沙化荒漠化的有效手段，推进国家退耕还林工
程。他推动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实现解
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主攻目标，强调扶贫工作
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救济与发展兼顾、重在发
展，深入全国扶贫攻坚主战场调研指导，为扶贫攻
坚事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3月，姜春云同志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九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联系立法工作。他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推进立法、法
律实施等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认
真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参与领导立法法制定工
作，把立法工作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积极指导

地方立法工作。他注重发挥法律在市场经济中的规
范、保障和促进作用，参与研究行政许可法、种子
法、土地管理法等重要法律立法修法工作。他兼任中
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积极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立
法。他高度关注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大力推进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学习宣传，牵头组织全国人大常委会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执法检查工作。他积极推动法律贯
彻实施，对代表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
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实施情况进行调研，总结实践
经验。他重视加强和改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
设，探索新形势下做好人大工作的思路方法。他积极
参加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推动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发
展道路和内外政策的了解和认同。

姜春云同志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为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贡献。在山东工作期间，他
推动马路保洁、厕所改造、污染治理、绿化造林，
启动海上资源开发保护。到中央工作后，他深入调
查研究，向中央提交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流
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推动走恢复优化生
态、建设生态农业的新路子。他发起成立中国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主编 《中国生态演变与治理方
略》《偿还生态欠债——人与自然和谐探索》《拯救
地球生物圈——论人类文明转型》，出版 《生态新
论》等著作，积极为生态文明建设建言献策。

姜春云同志退出领导岗位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注国际国内形势，心系人
民群众生活，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
不止的崇高精神。

姜春云同志是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
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
四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十四届四中全会增补），第七
届、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姜春云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
强、讲政治、顾大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创造
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
他光明磊落、求真务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虚
心好学、勇于探索，勤勉廉洁、生活俭朴，对家属
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
治本色，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爱戴。

姜春云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
生，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
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
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不懈奋斗。

姜春云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姜 春 云 同 志 生 平

新华社沈阳9月 2日电 （记者 梅世雄 陈梦
阳） 9月2日上午，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
遗骸由我空军专机护送从韩国接回辽宁沈阳，109位
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226件相关遗物回到祖国怀抱。

9时，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志愿
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11时 26分，空军专机平稳
降落在辽宁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专机进入中国领空
后，空军两架战斗机护航，向志愿军烈士致以崇高
敬意，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以“过水门”最高礼遇迎
接志愿军烈士回家。

12时37分，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在沈阳桃仙
国际机场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孙绍骋主持，中央
对外联络部、外交部、财政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
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和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
市委、市政府，驻沈解放军、武警部队等负责同志，以及
志愿军烈士亲属、部队官兵等约230人参加。

仪式现场气氛庄重，志愿军烈士遗骸的棺椁覆盖
着鲜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到场迎接的解放军官
兵军容威严、持枪伫立，现场全体人员向烈士遗骸三
鞠躬。

忠魂不泯，浩气长存。仪式结束后，志愿军烈
士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3日
10时，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
式将在这个陵园志愿军烈士纪念广场举行。2014年
至2020年，累计有716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
祖国，落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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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庆
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这是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姜春云同志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我早早就开始在官网上查阅华
侨大学的信息，希望通过这些资料加
上学长、学姐的介绍，能够更了解学
校。”香港陈树渠纪念中学毕业的邱子
贤说。

“希望我在大学四年除了本专业
计算机外，还能多修习另一个专业，让
我的职业导向更加多元、大学生涯更
加充实。”中学就读于香港拔萃女书院
的苏翠航说。

“隔离期间，学长学姐分享了他们
的求学经历，帮我了解华大的学习生
活。带队老师对我们的疑惑有求必应，
让我们感到安心。”中学就读于香港新
生命教育协会平安福音中学的林镓勇
说。

9月4日，是华侨大学2021级新
生入学的日子，1600余名香港学生将
要在祖国内地这所著名的侨校开始崭
新的大学生活。此前，他们中间多数人

已经抵达福建厦门和广东深圳，接受
入学前21天的集中隔离。邱子贤、苏
翠航、林镓勇就是其中三位。

新的人生阶段，新的起步，即使在
隔离中，这些来自香港的青年也充满
了对未来的期待。

这段日子，邱子贤努力学习着英
文，希望能够弥补这一学科的不足。在
狭小的酒店房间里，他也坚持简单的
体能训练。

成绩优异的苏翠航擅长竞走和长
跑，她在网上了解到华侨大学有许多
优势的传统体育项目，这吸引她选择
报考该校。隔离期间，苏翠航除了做一
些简单的运动外，也提前学习着计算
机专业知识。

隔离期间，林镓勇除了看书，还经
常练画，巩固自己的专业能力。他期待
未来四年能继续发挥所长，多学习技
能，多参加比赛，争取出一本自己的绘

画作品集。
华侨大学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

今年境外新生录取总数为 3300 多
人，其中香港学生1600余人，创历
年新高。

为了帮助集中医学观察中的境外
生度过隔离时光，以健康良好的心态
迎接开学生活，华侨大学以腾讯会议
等形式举办“线上团康”“云端联谊”等
活动，设计游戏竞赛、朋辈交流、知识
竞答等环节，既让老生能够以积极乐
观的心态面对新学期新生活，也让新
生能够在集中医学观察期间提前了解
学校，结交新朋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学生就
读于华侨大学，他们期待在内地的学
习和生活中增长见识、积累经验，搭乘
祖国内地发展快车，未来以更大优势
在香港或内地就业发展，服务国家、服
务香港，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

香港学生：憧憬华侨大学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寅峰

据新华社电 买菜、健身、看病……15分钟就能
搞定生活所需？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束珏婷2日表
示，全国首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已
经公示。下一步，商务部将同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推动地方试点方案落实。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是服务半径在步行15分钟左
右范围内，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象，以满足居民日常生
活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以多业态集聚形成

的社区商圈。
据介绍，全国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

区是在城市自愿申报基础上，由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
共同组织专家对地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后确定的，包
括北京市东城区、石景山区，上海市长宁区、普陀区，福
建省福州市、厦门市和四川省成都市等。

束珏婷在当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接下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推进便利店品牌化
连锁化发展，菜市场标准化改造提升，满足社区居民一
日三餐、生活必需品、家庭生活服务等基本消费需求；同
时完善品质提升类业态，提供休闲、健康等多层次、个性
化商品和服务，充分体现便民利民惠民的宗旨。

我国拟推出首批30个城市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