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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化成：最实际的革命人才

在福建长汀县的一个革命历史展览

馆里， 收藏着一幅照片。 照片上， 一位

目光坚毅， 身着戎装的军人注视前方。

他就是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罗化成

烈士。

罗化成 ， 1895 年出生于福建长汀

南阳区 (今属上杭县) 南山村一个中医

家庭 ， 从小随父学医 。 1912 进入福州

蚕业学校学习 ， 1915 年毕业后回到长

汀 ， 在县蚕业学校任教 。 1925 年上海

五卅惨案发生后 ， 他同张赤男 、 杨成

武等发起成立 “长汀学生联合会”， 组

织集会， 声援上海工人， 声讨帝国主义

罪行， 并创办 《长汀月刊》， 抨击时弊，

宣传革命 。 192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

1928 年 6 月 ， 罗化成在南阳 、 才

溪一带建立秘密农会和发展党组织 。

次年七月， 领导 “南阳暴动”。 暴动胜

利后， 建立 “汀连南赤卫队”， 积极发

动长汀 、 上杭等地边区群众打土豪 、

分田地 ， 建立苏维埃政权 。 1929 年

秋 ， 他所领导的赤卫队编入红军第 4

军 4 纵队， 他任纵队特务大队大队长。

同年 12 月 ， 参加了古田会议 。 1930

年 8 月 ， 罗化成在长汀河田蔡坊与民

团作战中负伤 。 后任红军后方医院院

长 、 福建省军区后方留守处主任 、 福

建省苏维埃政府副秘书长兼武装动员

部部长。

1934 年 10 月，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后 ， 罗化成返回闽西 ， 协助张鼎丞 、

邓子恢 、 谭震林等坚持闽粤边区的游

击战争 。 1935 年 8 月 ， 他在四都被国

民党包围， 不幸被捕， 在瑞金狱中受尽

酷刑， 但他坚贞不屈。 几天后， 在被押

往长汀途中逃出虎口 ， 取道上海到达

香港。

1937 年 7 月 ， 全国抗战爆发后 ，

罗化成受命回闽西南工作， 任新四军第

二支队军需处处长 。 1939 年春任第二

支队政治部副主任。 同年 10 月任政治

部主任。 他率部挺进江南敌后， 兼管当

涂、 芜湖、 江宁的地方工作， 先后建立

了县、 区、 乡三级抗日民主政权和中共

基层组织， 组织农民、 青年、 妇女成立

抗日群众团体。

由于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 罗化成

积劳成疾， 心脏病不时发作， 陈毅同志

多次劝他去后方养病， 并书古人诗 “留

得五湖明月在， 何愁无处下金钩” 以劝

之 。 罗化成以古人诗 “醉卧沙场君莫

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答之， 婉言谢绝

陈毅的建议， 继续带病坚持在抗日前线

工作。

1940 年 2 月 27 日， 罗化成心脏病

突然发作 ， 经抢救无效在江苏溧阳逝

世， 终年 45 岁。 陈毅在追悼大会上称

罗化成是 “新四军的优秀的领导干部”

“最实际的革命人才 ”。 1955 年 2 月 ，

罗化成被追认为烈士。

近年来， 罗化成烈士的故乡福建省

长汀县立足红色资源优势， 着力做好红

色文化保护、 传承和弘扬工程， 不断活

化载体和形式， 推进红色文化发展的转

型升级， 促进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加快

老区发展。

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新华社福州 11 月 29 日电）

全球首个“CAR-T治疗艾滋病”专利获批

武汉科技大学教授研发出艾滋病新疗法

本报武汉 11 月 29 日专电 (驻鄂

记者钱忠军 通讯员程毓 ) 上周 ， 武汉

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健康学院张同存、

顾潮江两位教授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寄

来的发明专利证书。 他们利用这种专利

技术治疗了两例 HIV 患者， 一例治疗 3

个月， HIV 指标迅速下降； 一例治疗 9

个月后， 目前体内没有发现 HIV。

这项发明的名称是 “一种治疗 HIV

（艾滋病病毒） 感染的嵌合抗原受体的

重组基因构建及其应用”。 这是全球首

个 “应用 CAR-T 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

的发明专利。 艾滋病研究专家、 美国西

奈山大学 Volsky DJ 教授认为该专利创

造性地开发出能杀伤 HIV 感染细胞的

CAR-T 治疗的全新途径。

艾滋病是由感染 HIV 引起的传染

病， HIV 攻击人体免疫系统， 使人体易

于感染各种疾病， 病死率较高。

目前， 国内外普遍使用 “鸡尾酒”

疗法治疗艾滋病， 即联合多种抗病毒药

物治疗， 患者必须终生服药抑制病毒，

有毒副作用， 一旦治疗中断， 就会直接

威胁 HIV 感染者的生命。

张同存是国内最早从事 CAR-T 研

究和临床治疗的学者之一， 顾潮江从事

艾滋病机理研究十多年。 3 年前， 两人

联手， 专攻 “应用 CAR-T 免疫细胞治

疗艾滋病”。

CAR-T 免疫细胞治疗艾滋病的方

法是一种 “基因工程改造治疗” 手段，

即先采集患者的血液， 分离出 T 细胞，

在体外运用基因工程手段重新设计

CAR-T 细胞， 并大量扩增到上十亿、上

百亿个，然后输回患者体内。 该 CAR-T

细胞在体内能特异识别并摧毁被 HIV

感染的细胞，中和血液中的 HIV。

张同存和顾潮江于 2017 年 10 月在

国际临床实验注册中心完成 CAR-T 免

疫细胞技术治疗艾滋病的临床注册， 在

全球率先开展人体临床研究试验， 并率

先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介绍 ， CAR-T 免疫细胞治疗艾

滋病， 不仅能中和血液中的 HIV， 而且

还能杀死潜藏处于休眠状态已感染 HIV

的细胞 ， 与抗 HIV 药物联合应用 ， 将

有望彻底治愈艾滋病。

此外， 运用 CAR-T 技术， 两人已

完成治疗血液肿瘤临床病例 350 多人，

完全缓释率超过 90%， 即 90%以上的

病人接受治疗后体内没有出现肿瘤细

胞， 但要定义 “治愈” 需长期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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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融合培育乡村振兴热土
———吉林孤店子镇“村变城”背后的故事

吉林省吉林市的孤店子镇远近闻

名：新城镇整洁、新农居亮堂、新农民

富裕， 这里既是吉林市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 更是新时代吉林省乡村大发展

的缩影。

几十年前， 孤店子镇还是一片荒

草甸。改革开放40年间，荒地上建起村

屯，村屯发展为城镇，优质稻米生产、

精深农产品加工、 温泉冰雪旅游……

三产融合的“组合拳”，为孤店子镇闯

出了品牌，打响了名气。 离土不离乡、

上楼不失地的新型城镇化， 让当地群

众充分享受到绿色发展红利， 获得感

不断增强。

龙头带动：“村企共建”

盘活振兴棋局

孤店子镇位于吉林市北部， 是长

春、吉林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节点，土地

肥沃，区位、产业优势很强。

优势在手，仍需有效破题。20世纪

90年代，镇里引进高品质稻米，大荒地

村村民刘延东抓住机遇， 创立东福米

业，成为省市知名的致富能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东福米

业能不能成为盘活优势的龙头？ 镇党

委一直在思考。镇党委书记米栋军说，

2010年，镇党委打破束缚，创新工作方

式，报请上级批准后，大荒地村党委和东

福米业村企共建， 刘延东被选为村党委

书记。

成立农业公司、加大土地流转、促进

集约经营，依托东福米业，村里以高于市场

价的价格流转村民土地，进军现代农业。

“土地有序规方、条块化后，可增加

3%到4%的耕地，为工厂化管理、机械化

耕种创造条件。”副镇长毕长鑫说。新模式

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集约经

营后，每公顷水稻能增收2500多元。

农民脱离土地后，优先到东福等企业

就业，年收入1.2万至1.5万元，加上土地承

包金，家庭年收入近5万元。 渐渐地，村民

腰包越来越鼓， 各村集体经济也有了盈

余，为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三产融合：用足用好乡村
发展优势

距离城市近、土壤有机质高、温泉资

源丰富……孤店子镇优势突出， 但依靠

单一产业难以全面释放。 在镇党委领导

下，三产融合逐渐成为全镇发展共识。

优质稻米是孤店子镇的招牌。 小小

监控室里，屏幕上实时显示稻田温湿度，

虽然水稻都已收割， 但这些设备随时可

以发挥作用。

不远处，智能日光温室里满眼翠绿，

农民们身着短袖单衣作业， 正紧张地插

苗、修剪。 春耕前这里是水稻育秧基地，

春耕后就会进行有机蔬菜、水果种植。

“自动浇水，自动通风。 ”农民乔明儒

说。 在孤店子镇，物联网、机械化生产能节

约15％成本，提高18％单产，稻田全程机械

化作业面积占总体耕地70%。

全国稻米市场上，“大荒地” 品牌名

气很大，平均售价每公斤15元。只要在购

物网站上搜索“大荒地”，孤店子镇的各

种农产品就会跃然屏幕，深受喜爱。

用不了的碎米制成米酒； 稻草压缩

成颗粒、稻壳压缩成炭棒，变为锅炉燃料；

燃烧后的炉灰制作有机肥……东福米业

董事长刘延锋说，镇里企业坚持高标准循

环生产，农产品品质优秀、稳定。

种植加工基地不远处， 就是东福投

资兴建的温泉度假村， 长白山余脉地下

涌出的潺潺温泉汇聚于此。今年年初，这

里还举办了世界冰上龙舟俱乐部锦标

赛，世界各地的队伍前来，为镇里带来极

高人气。记者采访时遇到一群广东游客，

他们第一次体验了冬日室外温泉， 大呼

过瘾。“大米好吃，温泉舒适，冰雪爽快！”

一位游客说。

夏日拍摄婚纱、体验农耕，冬日享受

温泉、温室采摘，孤店子镇不再“孤单”，

游客络绎不绝。“三产融合，就能‘1加1大

于2’！ ”米栋军很有信心。

由村变城： 离土不离乡、

上楼不失地

村屯背靠东福米业这棵 “大树”，发

展红红火火， 孤店子镇也开始了从村到

城的蜕变。

农民富了，集体经济也逐渐充裕。村

民们拆掉老房子，腾出优质耕地，搬进

企业出资兴建的新居。 “地还是自己

的， 流转给企业后， 在企业上班挣工

资，干的也是农耕活。”农民麻钢英说，

“但赚钱更多，不用看天吃饭。 ”

三产融合让农民收入更加多元。

依托乡村优势建立的各大企业， 解决

了3500多人就业， 全镇还吸引了近60

位高层次管理人才。

午后走在镇里，阳光照耀大地，沿

着宽阔的马路向前， 亮堂的农民新居

矗立两旁，屋里现代化的卫生间、厨房

整洁光亮，燃气、供暖、上下水一应俱

全，温暖洁净。

再往远处，温泉度假区、农耕体验

园的景观与稻田景色相得益彰。 田间

阡陌纵横，一望无垠，空气清新，十分

宜居。 “比城里舒服。 ”麻钢英说。

早在2011年， 孤店子镇就做了全

方位规划，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严格按

规划布局。仅一个电源改造项目，镇里

就与吉林市城郊供电分公司一起规

划，费了大工夫。 “电缆入地，线径加

大，完全达到城市配电网标准。 ”孤店

子镇供电所所长张靖萍说。

最近， 镇里还与清华大学建筑研

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合作， 对田园综合

体进行了详细设计规划。“吃透乡村振

兴政策， 用好用足优势， 吸纳外部支

持，我们有信心把镇子建设得更好。 ”

米栋军说。

新华社记者 段续

（新华社长春11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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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发现超大型聚落遗址
延安芦山峁遗址四合院式院落建筑群疑似中国最早宫城雏形

日前在延安举行的国家文物局

“十三五”重点研究项目2018年度推进

会暨芦山峁遗址考古现场会爆出，延

安芦山峁遗址发现多座大型人工台基

及其上构建的多座规整院落， 似可被

视为中国最早的宫城雏形。此外，发掘

出大型四合院式建筑群落和两座附属

小型院落， 出土了大量槽型板瓦、筒

瓦、玉器等珍贵文物，显示出该遗址在

北方地区较高的层级地位。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

告诉记者，芦山峁遗址应该是黄土高

原南端另一个距今4500年、4600年左

右的区域性的政体中心，是当时另一

个势力很强的一群人的政治中心。这

是夏朝建立之前，石峁遗址以外黄土

高原南端最重要的一处发现，是已经

具备了早期王国都邑条件的遗址，已

被纳入考古中国重大课题。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芦

山峁村，是一座新石器时代龙山时期的

超大型聚落遗址， 总面积约200万平方

米。在国家文物局“十三五”大遗址保护

专项规划中，该遗址被选定为“河套地

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的核心聚落。

四座大型夯土台基相
当于四座独立夯土台城

近年来， 陕晋蒙交汇地带的河套

地区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城址，

表明这一地区在龙山时代可能已进入

了早期国家起源阶段， 从而引起国家

和学界的高度关注， 陕北成为中国文

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重要地区。 在此

背景下， 横亘在河套与关中的延安地

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区域。

从 2014 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调查钻探确认， 芦山峁遗址面积超

过 200 万平方米， 发现白灰面夯土墙

体房址、 灰坑、 墓葬等超过 300 处遗

迹。 在遗址核心区———“大山梁”的顶

部， 钻探确认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台

基， 由北向南依次为寨子峁、 小营盘

梁、二营盘梁、大营盘梁。 每座台基之

上坐落着规划有序的围墙院落和建筑

群， 相当于四座相对独立而联系密切

的夯土台城。

“龙山时代晚期至夏商周时期流

行的都邑遗址， 其宫城或宗庙建筑布

局均与芦山峁的大营盘梁院落布局十

分接近， 都呈现为严整的四合院式格

局，中轴对称。 虽然相隔千年，但它们

之间很可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承袭关

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芦

山峁考古队领队马明志介绍，多座人

工台基及其之上构建的规整院落，极

有可能奠定了中国最早宫城的雏形，

对于研究中国聚落形态演变和早期

礼制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大营盘梁人工台基顶部
三座院落酷似南美“金字塔”

2016 年—2018 年，陕西省考古研

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延安市文

物研究所组成的芦山峁考古队， 对最大

的人工台基———大营盘梁展开发掘，已

发掘 8000 平方米。确认该人工台基的顶

部分布着三座院落， 北部的一座大型院

落和南部两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

局，该组建筑沿用至龙山时代末期。

在清理出的三座院落和建筑群中，

一号院落规模最大，布局基本清晰，为四

合院式两进院落，坐北朝南。院落中部偏

北分布着三座坐北朝南的主建筑， 单个

建筑均超过 200 平方米， 它们将院落分

隔为前院和后庭。一号院落南围墙外，对

称分布着两座独立的小型院落， 目前正

在发掘，每座面积大约 700 平方米，应该

是负责警备安全的门塾区。 每个小院内

分布着多座夯土房址，每座房屋约 60—

90 平方米，门向或南或西 ，可能代表了

不同的安全值守方向。

马明志介绍， 这个台基看上去很像

多级梯田形状， 立体形态酷似南美的金

字塔。 台基北侧边缘的人工夯土断崖之

外，是一片平坦的山顶平台，这里很可能

是宫殿区外围的北广场及其相关礼制性

设施。这里似乎存在着贵族墓地的遗迹，

但有待进一步考古发掘验证。 “目前看

来， 一号院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四合院建

筑形态， 这个院落应该属于史前时期的

贵族院落，应该具备早期宫殿的特质。 ”

马明志说。

迄今为止能确认年代的
我国最早的瓦类建材

在大型房址、院墙和广场的夯土中，

多次发现以猪下颌骨、玉器奠基的现象。

在大型房址地面的堆积中，发现超过100

件的筒瓦和槽形板瓦。 这些筒瓦和槽型

板瓦的发现， 是迄今为止能确认年代的

我国最早的瓦类建材。

孙周勇说，槽形板瓦非常少见，过去

最早发现在欧洲，后来陕西雍城发现后，

说明中国使用得更早， 在春秋时期就使

用了， 本世纪初在甘肃龙山晚期遗址里

也发现过。 “芦山峁遗址发现的覆瓦，被

认为是这个时期很高的等级和身份。《诗

经》上说早期的人是住在窑洞里的，覆瓦

的出现说明上面盖瓦，不是茅草屋了，但

一般百姓用不起。 ”孙周勇说。

在门廊外侧的墙体侧面， 发现有脱

落的白灰墙皮残块， 墙皮上绘制有黑红

色彩相间的壁画，这与陕北石峁、后寨子

峁等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类似。

芦山峁遗址代表游离在
夏王国之外的一支势力

孙周勇表示， 距今4000年前后是中

国第一个独立王朝夏朝建立的时间节

点。 当时的中国除了中原的大一统夏邑

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政治集团，芦山

峁遗址代表了游离在夏王国之外的一

支势力。

“我个人认为，晋陕高原辖黄河两

岸流域里， 有三个大的区域性的政治

集团的中心，一是石峁，它是虎视眈眈

的势力非常强大的一群人； 二是山西

陶寺遗址即所谓的尧的都城。 芦山峁

是介于三角地带的另外一个支点，因

为夏代建立之前， 在龙山时期是酋邦

社会，是一个万邦林立、群星灿烂的社

会结构，那时，最初的中国还没有被整

合起来， 芦山峁遗址可能是当时控制

着数万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政治中

心。 ”孙周勇认为，芦山峁遗址和石峁

遗址， 跟夏代的崛起有一定时间的共

存关系，并不是一个完全抗衡的、势均

力敌的状态。 “它们在一定时期内，可能

产生关联， 但现在从文化上看不出来，

芦山峁、石峁和陶寺与夏王朝有什么直

接关系。 看来，这几群人之间，还没有真

正地产生过直接的文化上的交流。 ”

极为相似的是， 芦山峁遗址与石

峁遗址都出土了玉器， 前者在夯土墙

里埋置玉器， 而后者在石头墙的墙缝

里插进玉器。它与奠基的仪式有关，是

芦山峁的上层试图构建一种精神上的

屏障，去祈求部族的平安、自然灾害的

减少等， 通过占卜这种信仰的层面去

祈求寄托。 （本报延安11月29日专电）

房址倒塌堆积内出土的筒瓦。房屋内奠基的玉牙璧。营盘梁院落北门外祭祀坑出土的大玉刀。

延安芦山峁遗址四合院式院落建筑群远景。

张同存教授 （右） 和顾潮江教授正在做实验。 方斌摄

（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