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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2011年5月14日01版）报道

“80多岁的年龄，40来岁的干劲。”皖北农民如此评价安徽农业大

学老教授胡承霖，并亲切地称他为“泥腿子教授”。2010年皖北地区农

技人员和多位农民集体上书省政府为他请功，当年9月，省政府授予胡

承霖教授小麦高产攻关特别贡献奖。

银河拍租公告 22期
拍卖时间：5 月 24 日（周二）上

午10：30
拍卖地址：本公司拍卖厅
拍卖标的：政府资产：窑湾路（交

通饭店后）独栋三层房产3年租赁经
营权整体,年租金约13.7万，约12-13元/
m2/月，约920m2（另免费使用300m2院
子）该处房产交通便利、环境优美、周
围社区成熟（适合办公、培训学校、快
捷宾馆、驻肥办事处、仓储等）。

看样登记：公告日至拍卖会前日
下午4时止（到帐）；

公司地址：长江中路55号 省委
办公厅服务楼 4 层 0551—2621222、
13856934193

注意事项：凭有效证件复印件办
理登记手续。保证金：门面房11万（禁
止经营项目详见拍卖文件）。竞买成
功冲抵价款，竞买不成退还。

2011.5.17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将于2011年 6月3

日15：0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会，现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桐城南路303号桐江新
村7幢101室（权证字号：房地权蜀字第030783
号），建筑面积95.2m2，参考价47.3万元。

二、咨询展示及办理登记时间：自公告
之日起至拍卖会前一日17：00止。

有意竞买者，请持有效证件并交纳5万
元的履约保证金至委托方指定账户（收款单
位：合肥市包河区会计核算中心〈法院〉；账
号：2241012100115335；开户行：徽商银行合
肥濉溪路支行）和3万元佣金保证金至我公
司账户（收款单位：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084401040009119；开户行：中国农业银
行合肥芜湖路支行）方可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竞买不成，保证金于拍卖会后七个工作
日内无息退还。

公司地址：合肥市芜湖路347号城市华
庭B座9楼

联系方式：0551—2840110
13605512257 王先生

安徽君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1年5月17日

胡承霖教授与学生在实验田里评估小麦的生长、抽穗情况

小麦播种、生长等关键时期，胡承霖每隔几天就要下

乡一次，指导农民栽培。一位耄耋老人，从不需要专车接

送，自己拎起包，带上铲子，拿个水杯，买车票搭客车就下

去了。几年来，他跑遍了皖北主产小麦的30多个县上百

个乡镇。“我多次说要派车送他，他都不让。给他买票也

不让。”蒙城农业推广中心副主任刘永华说。“他们开个车

送我一趟，够我买4趟车票了，太浪费。”胡承霖说。

胡承霖的两个女儿都在美国，女儿想接父母去美国

安享晚年，他也没同意：“我在中国能让小麦高产，让农

民增收。我去美国能做什么呢？”种麦子时，常常碰到中

秋节。2009年中秋节女儿回家探亲，胡承霖正在涡阳指

导秋种，老伴打电话让他回家见见女儿，他想了想，还是

选择留下。如今涡阳县“亩产千斤县”的目标已经实现，

他又建议亳州市制定“千斤市”目标。

“现在我身体还行，我想工作到90岁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胡承霖说。

一辈子和小麦增产绑在一起
——记安徽农业大学教授胡承霖

红旗漫卷长征路
——记遵义会议与长征的胜利

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96号，一栋两层楼

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76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

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

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为中国革

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从此，中

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

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

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

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此有了一

个让中华民族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长征的胜利，成

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

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

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据新华社

时传祥，1915年9月20日出生于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

大胡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15岁的时传祥逃荒到北

京，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掏粪工，一干就是20年。

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1952年，时传祥加

入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新中国给了他做人的尊严，时传祥

感到了尊重与平等，对党充满感激。他竭尽全力带领环卫工

人为市民服务，提出“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人净”的口号。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以身

作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59年，时传祥被选为全国劳

动模范。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病逝，终年60岁。

李春燕：守护苗乡的“白衣天使”
“有许多的村民，等着我再为他们治病。有许多新的生

命，在等着我的这双手去迎接他们。”34岁的贵州山区乡村

女医生李春燕说。

2000年，李春燕从卫校毕业后，随丈夫孟凡斌来到贫困

村寨贵州省从江县雍里乡大塘村，走乡串寨，为村民看病解

难。2001年，李春燕卖掉家里唯一值钱的两头耕牛，筹资

2000元，开办了大塘村有史以来第一个卫生室。因为群众

经济困难，交不起药费，卫生室经常赊欠记账，甚至分文不收

地为贫困村民看病。久而久之，卫生室运转越来越困难。为

了支撑卫生室的运转，家人卖粮卖糠，甚至捡破烂，挣到一点

点钱就拿去进药，负债为村民看病服务。在热心人士帮助

下，2006年4月，总投资22万余元的大塘村新村卫生室终于

竣工。李春燕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能够守护乡亲

们的健康，就是我最大的职责和心愿。” 据新华社

据《羊城晚报》报道 于幼军，曾经的明星官员。

2008年10月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于幼军从公

众视野中消失；直到2010年12月，于幼军低调履新，任国

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沉寂的这两

年，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干什么去了？广东教育出版社

的一本新书揭开了这个“谜底”——于幼军近日推出新

著《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该书已在广州购书中

心等地亮相。

据于幼军自己透露，从2008年10月起的两年多，他

每天上下午“躲”在北京紫竹院公园边上的国家图书馆

一间房子里，查阅资料，潜心研究和写作。上世纪80、90

年代，于幼军与人合著《社会主义四百年》之一、之二卷，

这次独力续写第三卷《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专家蒋亚平认为，在第三卷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独到的

见解。他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描述和分析曾经形

成全党和全国共识，并且为法律所约定的新民主主义社

会的建设，如何被突然中止。这期间，毛泽东和刘少奇

两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各自的思想认识和分歧，是于

幼军重点泼墨之处。

时传祥：宁愿脏一人，换来万家净

于幼军赋闲两年写《社会主义在中国》

“越是气候不好，咱们搞农业技术的越是要下到田

里去。风不调，雨不顺，正是需要技术的时候。”一到小

麦生长关键时期，不管刮风下雨，冰天雪地，还是少雨干

旱，胡承霖总会准时出现在皖北的麦田里。他说，“虽然

退休了，但是党员不退休！搞了一辈子粮食，我的一切

已和小麦增产、农业丰收绑在一起了。”今年春节前后两

个月内，他就先后8次从合肥坐公共汽车到皖北受旱地

区，指导当地农民科学抗旱保苗。

坚持把论文写在田野上的胡承霖是新中国自己培

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85年受聘为农业部小麦专家组成

员，1995年退休。退休后，他始终奔走在实验室和乡间

田野。2005年4月，76岁高龄的胡承霖给省领导写信，

附上一份3600多字的方案，倡议在全省开展小麦高产

攻关活动。省领导掂出了这封长信的分量。当年秋种

季节，一场小麦高产攻关战役在安徽大地开启，胡承霖

被聘为专家组副组长。几年来，胡承霖累计为各地培训

小麦技术骨干2800余人次，举办高产栽培技术培训班

80多场次。据统计，2006年，全省小麦总产比上年净增

15.9亿公斤，增幅19.7%；到2010年，小麦单产每亩提高

84公斤，累计增产79.7亿斤。

田野“写”论文 绘成5年增产近80亿斤丰收图

此生长耕耘 “要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

红旗飘飘

招聘
《市场星报》高新站

招聘投递员，要求责任
心强，年龄50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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