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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甸镇，安徽省寿县东南部的这个小镇
看似并不起眼，但它是安徽省第一个农村党
组织诞生地。镇东一处园林式建筑非常醒
目，园内高耸的“寿县革命烈士纪念塔”是
小镇的标志性建筑，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师
生、党员干部前往瞻仰、参观和学习。革命
烈士曹渊的纪念墓也在其中。

曹渊，原名俊宽，字溥泉。１９２０年，曹
渊考入安徽芜湖工读学校，被推选为校学生
代表，参加安徽芜湖学联并成为领导成员之
一。１９２１年，因参加声援安庆“六二”惨
案，被校方勒令退学。同年秋，考入安徽芜
湖公立职业学校，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
１９２２年秋，因为该校校长与学监对学生健康
漠不关心，致使一名学生死亡，曹渊带头参
加斗争，被校董事会开除学籍。

１９２４年，曹渊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入
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１１月，以优异成
绩毕业，被派到黄埔军校教导团学兵连任党
代表。１９２５年部分黄埔军校教职员和学生成
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曹渊是该会
的骨干分子。２月初，曹渊率领学生连参加
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其“神勇”表现
受到党代表廖仲恺的赞扬。６月，曹渊调任
一团三营八连连长，在讨伐杨希闵、刘震寰
叛乱的龙眼洞战斗中，曹渊率兵迂回敌后袭
击成功，一举夺取胜利。第二次东征战斗
中，奉命为团预备队，击溃数倍于己的敌
人，挺进潮汕。后因功晋升为第一军第三师

九团一营营长。
１９２６年５月，曹渊被派遣到叶挺独立团

任第一营营长。６月２日，叶挺独立团被敌军
围困，曹渊率一营支援，当夜赶到黄茅铺投
入战斗。次日凌晨全团全线反击，击败敌军６
个团，又乘胜追击占领攸县，取得北伐战争
中第一次大捷。进军龙山铺途中，一营被敌
援兵两个团包围，曹渊集中全营火力，在当
地农民协会的支援下，击溃敌军并占领醴陵
城，又连下浏阳、株洲。８月１９日，一营作为
前卫，协同友军攻下平江。

吴佩孚为了阻挡北伐军的前进，拼凑２
万余人，亲自部署防御汀泗桥，并组成千余
人敢死队攻到北伐军第四军军部附近，叶挺
派曹渊率部支援。一营经过连续冲杀，将敌
军的敢死队击溃，军部转危为安，曹渊和一
营受到传令嘉奖。８月２７日，叶挺独立团占
领汀泗桥。

８月３０日，在攻打贺胜桥战斗中，曹渊
指挥一营救出身负重伤的二营营长许继慎，
并组织一、二营官兵与敌军争夺贺胜桥头阵
地，打败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打开
了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 贺胜桥。

９月１日，各路北伐大军云集武昌城下，
曹渊率一营为突击前锋，全营大部分官兵临
战前均留下家书，表示誓与敌人决一死战的
决心。９月５日凌晨，曹渊率一营冒着城头弹
火竖起云梯，登城与敌军肉搏，大部分官兵
壮烈牺牲，仅剩１０余人。在这场战斗中，曹

渊头部中弹牺牲，年仅２４岁。
曹渊等烈士的牺牲精神激励着独立团广

大指战员。１０月１０日，武昌城终被占领。战
后，独立团党支部决定在洪山建墓，将攻城
以来各次战斗中牺牲的官兵与曹渊合葬。墓
的前面竖立了一个碑坊，上面横额刻着“浩
气长存”四个大字。墓前竖立一个墓碑，碑
上横刻“精神不死”四字，中刻“国民革命
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
墓”，左边刻曹渊等１９１位烈士英名，右边
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诸烈士的血
铸成了铁军的荣誉”“无产阶级的牺牲者”
四句话。

周恩来赞扬他“为谋国家之独立，人民
之解放而英勇牺牲了，这是非常光荣的”。
叶挺称他是“模范的革命军人，且是我最好
的同志”。

新中国成立后，曹渊被追认为革命烈
士，编入《中华英烈传》。在其家乡安徽寿
县小甸镇，还设有寿县革命烈士陵园，曹渊
的照片及光辉事迹陈列于陵园烈士事迹陈列
室。

安徽寿县小甸镇宣传委员曹玉飞是曹渊
烈士的第四代亲属，谈到先人的英勇往事，
曹玉飞仍然很感慨，每年清明的定期祭拜是
对先人最深的缅怀，“最敬佩他能坚定自己
理想信念的精神，舍小家顾大家。这些始终
激励着我们成长和投身党的事业。”

（新华社合肥４月２４日电）

“模范的革命军人”——— 曹渊

□新华社发
▲曹渊像(资料照片)。

一批广告“神药”近期引发关注，记者
调查发现，１４０多家医药上市公司中，超过４０
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突破３０％，最
高者达到６６％。其中，不少药企的广告费开
支在１亿元以上，超过自身的研发费用。

业内人士认为，肩负治病救人责任的医
药行业，只有根治“重销售、轻研发病”，
才能为百姓贡献更多的新药、好药。

病症：逾４０家药企

销售费用占比突破３０％

为自家的产品做推广、打广告，是正常
的市场现象。不过，一些医药企业销售费用
占比之高、对营销依赖程度之深，令人咋
舌。

万得的统计显示，在发布年报的１４０多家
医药上市公司中，有超过４０家销售费用占比
突破３０％。其中，最高的３家海特生物、舒泰
神和龙津药业分别达到６６％、６５％和６０％。
这意味着，这些企业每１元的收入中，就有６
毛砸向销售。

对于销售费用的构成，各家的口径不
一。一般而言，包括市场推广、广告宣传、
差旅费和会务费等。

比如，人福医药的２６亿元销售费用中，
市场推广和广告宣传费用接近１５亿元。健康
元的３９亿元销售费用中，市场宣传及推广费
达到３６亿元。

其实，对于上市药企销售费用占比偏高

的问题，监管层也有所关注。比如，４月１７日
的证监会发审委第６４次会议，否决了海南中
和药业的ＩＰＯ申请。会议公告显示，发审委询
问的主要问题包括：“发行人报告期销售费
用率较高且逐年增长，业务推广费占比较
高。”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学恭
说，药企销售费用占比偏高，可以分两种情
况看：非处方药主要面向零售渠道，需要广
告投放、品牌塑造来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
处方药的销售费用主要花在各种形式的临床
推广活动中，其中不排除一些灰色的、不合
规的支出，比如为公众所诟病的“带金”销
售，目前行业正在积极规范中。

病根：创新能力薄弱

与广告、销售上大肆撒金相对的是，医
药企业在研发、创新上投入力度不足，自主
生产的新药、好药不多，反过来更加剧了对
营销的依赖。

——— 医药行业盛产广告“金主”。来自
尼尔森网联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的药品及
健康产品行业自２０１５年以来，已连续３年问鼎
广告投放之首。去年市场排名前十的广告
“金主”中，６家是药企。

“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无论处方药
还是非处方药，医药企业都应该把更多的精
力放在医学证据的建立上，通过疗效和安全
性赢得市场，而不是依赖海量的广告。”梅
斯医学创始人张发宝博士说。

——— 多家药企广告费超研发费。研发创
新是医药企业的根本，然而统计数据显示，
多家上市药企广告费超过了研发费。典型者
如生产眼药水的莎普爱思，去年上半年广告
费１．２１亿元，而研发支出为１１２６万元；东阿
阿胶去年广告费５．１３亿元，研发支出为２．２６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广告轰炸模式引发
公众视觉疲劳和舆论批评，部分药企也进行
了积极改进。如东阿阿胶在年报中表示，
２０１７年积极开展多项临床研究，不断为产品
的学术营销提供科研数据支撑。具体到研发
支出上，虽然金额仍低于广告费，但同比增
长３４％。

——— 原创药不足，行业低水平竞争。一
个国家医药行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体现
在新药、原创药上。研发支出不足，导致我
国在原创药方面远逊于发达国家。

在近期上海举行的“华人科学家创新转
化３０人高峰论坛”上，微芯生物总裁兼首席
科学官鲁先平说，我国有约７０００家制药企
业，数量全球第一，但９７％是仿制药。“当
前，生命科学、生物技术正在突飞猛进。再
不做出改变，企业将面临生存危机。”

处方：监管合力，

让“不看广告看疗效”成为现实

当前，各地食药监部门已经行动起来，
对已审批的药品广告进行复核，对涉嫌违法

的药品广告加强监测。
药品的基本属性是安全性和有效性。除

了加强广告监管，业内人士认为，我国还需
要加强药品上市后再评价等措施，进一步规
范药企的市场行为。

张发宝表示，虽然药品在上市前，会经
过一系列严格的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后才能
被批准。但上市前的研究，无论从时间还是
研究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加强药品上
市后再评价，可以规避潜在的风险来减少不
良反应的发生，也有利于发现新的适应症，
指导合理用药。

从长远来看，我国医药行业的出路在于
创新。唯有改变“重销售、轻研发”的局
面，医药行业才能为百姓健康提供更有力的
支撑。近年来，国家药监部门出台了一系列
监管新政，如创新药优先审批、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和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等。

在政策引导下，市场资金和注意力也在
迅速流向创新型药企。统计显示，Ａ股上市
药企中，恒瑞医药的研发投入最大，金额达
到１７．５９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为１２．７％。与
之相呼应的是，其市值突破２０００亿元，稳居
医药企业之首。

（新华社上海４月２４日电）

１元收入６毛砸向销售
——— 医药行业“重销售、轻研发病”得治

□人民日报评论员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
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把握信息化发展大势，着眼网络强国建设大局，
对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引领作用等作出重大部署，为我们在信息领
域某些方面实现“弯道超车”，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
点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当今世界，信息化发展很快，不进则退，慢进亦
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紧紧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作出一系列重大决
策、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取
得积极进展，网络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信息化服务得
到普及。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核心技术尚未
取得根本性突破，信息化发展受到制约。加快突破核
心技术，着力建设数字中国，才能更好发挥信息化的
驱动引领作用，构筑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

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
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不掌握核心技
术，我们就会被卡脖子、牵鼻子，不得不看别人脸色
行事。而真正的核心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市场换不
到的。我们必须争这口气，下定决心、保持恒心、找
准重心，增强抓核心技术突破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当
然，我们强调自主创新，并不是要关起门来研发、一
切从头开始，而是要分清哪些技术可以搞好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哪些必须靠自主研发、自主发展。贯彻
落实好党中央的相关战略部署，遵循技术发展规律，
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就能不断攻克难关，推动自主
创新加快实现突破。

技术是关键，信息是灵魂。信息化不仅是一个地
区发展的引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支柱，更是新型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
展的加速器、催化剂；不仅是经济发展须臾不可离的
“血液”，更是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
具。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目的正是要
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快数
字中国建设，我们既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助推经济结构调整和新
旧动能转换；也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治理模
式变革，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多跑路，增强人民群众
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突破核心技术，建设
数字中国，让信息化成为发展的引擎，我们就一定能
更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
程的壮丽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人民日报4月25日评论
员文章）

突破核心技术

建设数字中国
——— 四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全国网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24日从国家能源
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持续增长，能源
供给质量持续改善，能源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记者在国家能源局24日举行的季度发布会上了解
到，全国煤炭需求持续回暖。前两个月，全国煤炭消费
量约6亿吨，同比增长4 . 2%。电力消费大幅增长。在主要
用电行业需求增加、各地煤改电力度加大以及低温天
气等因素作用下，一季度用电量同比增长9 . 8%，创2012
年以来季度增速新高。同时，天然气消费较快增长。

一季度，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稳步推进。“百个城
镇”生物质热电联产示范项目启动，装机容量380万
千瓦。清洁煤替代劣质散煤供暖扩围提速。北方地区
煤改电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能源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高端装备制
造业、电气机械与计算机通信、城市公共交通运输、
信息服务业等新兴产业用电合计同比增长11%，高于
全社会用电增速1 . 2个百分点。

一季度我国能源消费

持续增长

“螭首古碑趺赑屃，治水伟业成传奇；撰
文书丹非等闲，高士大家总相惜。”矗立于大
汶河南岸山东省宁阳县禹王庙内的《堽城堰
记》碑，为明代所立，500多年来一直向人们讲
述着堽城坝的修建历史。

大汶河，绵延于齐鲁大地上的母亲河，时
而慈祥，以自己的汩汩清流无私地滋润着两岸
广袤的土地；时而蛮横，给两岸人民带来灾
难。于是，一座座水库，一个个大坝，在大汶
河上筑起，记录下两岸人民对水的渴望，对天
灾的抗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山东省宁
阳县伏山镇境内的堽城坝，因水患而生，历经
千年，依然鲜活。

堽城坝的由来

“开了老闸湾，三县跟着爬；开了石梁
口，三县跟着走。”这是堽城坝附近百姓口中
流传了上千年的民谣。大汶河发源于泰莱山
区，一路西奔，融汇东平湖、大运河，它与我
国北方的大部分河流一样，也有着“铜头铁尾
豆腐腰”的弊端。大汶河中部的山东宁阳段，
两岸堤坝土质松软，支流纵横，每年雨季，常
为水患。尤其是地处堽城坝下游的伏山镇、鹤
山乡沿岸，地势低洼，沙化严重，汛期一到即
泛滥成灾。

据史料记载，“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
决春城(今鹤山乡八大荒至徐家平一带)十余里，
邑人谭洪作堤捍之。”这里提到的谭洪首筑堽
城筑土坝，可以看作是对该段堤坝实施有效治
理的第一人。

至元宪宗七年(1257年)，为减缓水势，避免
灾害，同时利于漕运，便于灌溉山东济宁、兖

州一带广袤的田地，朝廷才开始于大汶河南
部、堽城里村西北的老闸湾处，用沙土修筑临
时拦河大坝，于东部修建泄洪的闸门一座，拦
截汶河水入洸河(宁阳县境内的一条主要河道)。
因坝为土筑，夏秋洪水季节常被冲毁，而且泥
沙淤积，河床升高，河道塞流。因此，每年秋
末重筑大坝成了当地百姓一项繁重的劳役，也
增加了地方上的财政负担。

即便如此，此时的堽城坝，却已成为当时
国家的引汶济运工程而发挥作用了。

为锁水患迭次修坝

汶水水患的治理，是一场人与水的长期博
弈。堽城坝修筑后，历朝历代都带着对水的敬
畏，十分重视对堽城坝的维护和利用。

元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都水少监马之贞
主持济州河引水工程时，在堽城坝建石砌大
闸，用铁砂磨吻合，以利控制水势，构筑坚
固。

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又于其东作双
虹悬门闸，史称汶水东闸，而原闸门称为西
闸。由于西闸的坝基太高，约三分之二的汶河
水经东闸导入洸河。

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改土堰(当时的堽城
坝)为石堰。不过，工程是当地官府发动百姓运
作的，设计简单，施工质量没有保证，五月石
堰建成，六月即被洪水冲垮。等水退了后，又
用乱石堆砌拦水，导致河床升高，从此，堽城
坝以东常年存在水患。

至元(元代共有两位皇帝用过至元的年号，
一位是元世祖忽必烈，另一位顺帝。这里是顺
帝年号 )四年 (公元1338年 )七月，大水冲决东

闸，洪水径直流入洸河，大闸几近冲垮，洸河
也被泥沙淤积。

明运河时期的堽城坝

古人逐水而居，汶河不绝的水患，注定堽
城坝的荒废不会太久。明成祖初年迁都北京，
南粮北运成突出问题，朝廷决定恢复航运，重
建堽城坝。

明成化十年(1474年)，都水分司员外郎张盛
动工修建堽城坝及闸门。新坝址选定在该段河
流唯一一处河底为坚硬石质、距元朝堽城坝址
以西4公里处的堽城坝村北，改土坝为石坝，坝
体用大小石块间杂铺排，并用玉米、高粱的汤
汁调和石灰粉灌注，次年竣工。新坝底宽25
尺，面宽17尺，坝高11尺，南北长1200尺，共砌
垒石7级，每级上缩8寸。坝体共设7个过水孔，
木板闸门启闭。两端各建两个逆水雁翅和顺水
雁翅。坝面用方形条石铺设，石与石之间连以
铁锭，条石上下均护以铁栓。在新建石闸南部
开凿河道4 . 5公里，连接洸河旧道，航运日盛。
自此，堽城坝引汶枢纽与南旺分水枢纽并为当

时主要的两大水利枢纽。
汶水无常，古人对水利枢纽的设计和使用

也在不断变化。堽城坝改石坝30年后的弘治十
七年(公元1504年)，朝廷总结了堽城、戴村二坝
及济宁天井、南旺二分水口的作用，将堽城坝
引汶枢纽由主要枢纽降为辅助设施。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因雨水过多，
济宁一带湖水涨溢，运河堤决，因之堵筑堽城
闸，以防汶水南流。至此，堽城坝完成了“引
汶济运”的历史使命。

堽城坝犹在

“引汶济运”的使命虽已结束，但堽城坝
仍在部分地发挥着稳定汶河河势的减灾作用。

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六月，汶河水
暴涨，冲决石梁、桑家、安家等堤堰，大水殃
及宁阳、滋阳(今兖州区)、济宁、汶上等县。康
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二月开始对大坝进行修
筑，五月水归故道。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汶河水在堽城坝东
大闸附近南流量急增，大坝日益被穿凿，雍正

帝特下诏书在大坝西侧再加固一道土堰，堽城
坝才得以安全无忧。

自堽城坝初建至往后的七百多年里，堽城
坝经历了数次修整，一直伴随着水患，直至新
中国成立后彻底根治汶河，变害为利，堽城坝
才获得新生。自1957年起，国家在明代堽城坝
旧址东西，相继修建引汶灌溉工程，对堽城坝
进行加固重修，将堽城坝改建成梯形浆砌料石
重力溢流坝，大坝全长405米，高2 . 7米，顶宽4
米，1960年竣工。这次重修不仅有效缓解了洪
水对堽城坝的冲击破坏，保护了这座古遗迹，
更重要的是，大汶河沿岸群众从此免遭了水患
之苦，也大大扩展了灌溉面积。

堽城坝引汶灌区位于宁阳县西部，北起大
汶河，南至济宁市兖州区，东与月牙河水库灌
区相接，西至汶上县，南北长24公里，东西宽
20公里，土地面积253平方公里，设计灌溉面积
30 . 152万亩，是泰安市唯一的大型灌区。2002
年，堽城坝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列入
国家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规划，2002
年—2010年灌区完成了四期可研、九期灌区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2016年，根据第
四期可研报告，编制了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
造初步设计，总投资4697 . 15万元，并通过了上
级发改、水利部门的审批。

汶水汤汤，不舍昼夜。
堽城坝，将汩汩的汶河水引入宁阳大地，

引得谷麦丰足、鲜花处处，引得风调雨顺、人
民富庶。

这座年近千岁的古老水利工程，曾千疮百
孔，不断改变着它的容貌和居所，但为了与水
患对抗，时至今日，依然辉煌依旧，坚守着一
辈辈黎民百姓赋予的神圣职责，拦水、泄洪、
交通、游览，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
挥着它应有的作用。 （焦健）

联系方式：

邮箱：sdslxc@shandong.cn

电话：0531—66572192

山东省堽城坝———

利泽千秋的水利枢纽

堽城坝大桥 ┬丁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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