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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之约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长 江 日 报 社

合
办

长江日报讯（记者耿珊珊 通讯员董星星）2
月11日，长江日报“周二之约”栏目将邀请新洲区
人民法院阳逻人民法庭法官做客直播间，聚焦民
商事纠纷的化解。

阳逻人民法庭是综合性法庭，管辖阳逻街道
及阳逻经济开发区辖区内一审民商事案件，辖区
内共有港口、船舶、钢铁、电厂、物流、医疗器械、房
地产等央企、国企及民营企业400余家。

近年来，阳逻人民法庭积极创建新时代“枫桥
式人民法庭”，把“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落实
在一次次法理兼容的调解、一场场严肃公正的审
判、一趟趟深入群众的走访中，全力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积极回应老百姓的司法需求。

据悉，阳逻人民法庭先后获得全省法院人民
法庭工作先进集体、全市百佳政法示范点等荣誉
称号，荣立全市法院系统集体三等功。

届时，广大网友可在直播间和法官面对面交
流，就民商事纠纷的化解畅所欲言。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李季）小
学生的书包有多重？长江日报记者在社交平台
上搜索关键词“书包”，出现父母给孩子书包称
重的很多视频，有的小学三年级学生书包重达
十多斤。不少家长反映孩子的书包连成年人背
着都吃力，呼吁给书包减重。

近日，武昌区教育局召开2025年春季学期
小学开学工作布置会，发布《武昌区教育局关于
小学作业减负、书包减重的指导意见》和《武昌
区小学作业减负、书包减重倡议书》。如何给书
包减重，区教育局给出参考标准：一、二年级不

超过2.4公斤，三、四年级不超过2.8公斤，五、六
年级不超过3.2公斤。

给书包减重，关键还在于作业减负。《指导
意见》称，学校要进一步落实每日作业公示制
度，公示需包括日期、科目、内容和时长等。由
班主任负责作业量整体统筹，一、二年级不布置
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每天平均
用时不超过60分钟。从作业内容、形式、评价等
多个维度强化分层作业研究。

为此，学校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服务作业
辅导时间，安排教师指导学生在校内高效完

成作业，尽量不带书面作业回家，切实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提升学习效率与质量。同
时，学校应加强教学管理，指导教师课上精
讲精练，根据不同课型需要，留出足够时间
给学生练习。

对于完成作业有困难的学生，家长、老师可
根据学生作业情况及时进行沟通。学生实在无
法完成作业，家长可向老师说明情况，停止做作
业，保障学生睡眠时长不少于10小时。

除了作业外，学生的个人习惯以及有些书
包本身也增加了书包的整体重量。武昌区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应利用劳动课、道德与
法治课、班队会等时间，通过丰富多彩的趣味活
动引导学生定期清理书包，去除不必要的杂物，
养成主动整理和科学收纳的习惯。

家长购买书包时也应当以轻便环保为主，
建议选择舒适的双肩书包，不建议使用拉杆书
包。购买的文具以简单实用为主，建议选择轻
便的笔袋、多功能文具等。

武昌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区教育
系统将以更实的举措、更暖的服务助力学生在
求知路上轻装前行。

公 告
请王晓燕（女，身份证号码：42010219590107084X，

2025年2月8日卒）的亲属速与花莲社区联系，以
办理其安葬及相关事宜。若三日内无人前来办理
其后事，花莲社区居委会将代为办理逝者后事等
相关事宜。联系电话：18572838024

花莲社区居委会
2025年2月11日

遗失声明 武汉市江汉区济生新村14号4楼2
号住房（使用面积44.88㎡）承租人刘德义武汉市
公有房屋住宅租约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万玉龙，警号191539，遗失警官证，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兹有武汉海德兴业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财务章。特此声明原印件作废。

武昌区发布“减负”新举措

倡议小学生书包不超过3.2公斤

新洲区法官今日做客“周二之约”直播间

邀你畅聊如何化解民商事纠纷

只用 19 分钟、花费 7
元就能看遍武汉长江大

桥、晴川桥、龟山电视塔，你相信吗？
2 月 7 日，我从武汉去广州出

差，2 月 8 日晚乘坐 T180 次列车返
汉，2月9日7时53分抵达武昌站。
由于当日一早要去汉口站附近办
事，我在列车上就思考着如何前
往。如果坐地铁，带着行李箱换乘
不方便；如果打车，相距十几公里，
且费用不便宜。

其间，我无意中刷到8时06分
D5792次列车可从武昌站直达汉口
站，只需19分钟，二等座票价7元，
便赶紧订了票。从 T180 次列车下
车后，我在武昌站站内换乘非常顺
利，不用再次安检。很快，我就坐上
了D5792次列车。

这段 19 分钟的旅程让我意犹
未尽，因为自己从不同角度欣赏了
武汉风景。当列车缓缓驶过武汉长
江大桥时，我迫不及待地举起手机
记录这美好时刻。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浩瀚的长江江面，晨光洒落，为这
座城市注入无限生机和活力。紧接
着，晴川桥、龟山电视塔等武汉地标
一一掠过车窗，让我领略到江城别
样的风采。不得不说，这一路的武
汉美景绝对值回票价。

转眼间，19分钟车程结束，但我
雀跃的心情尚未平复。抵达汉口站
后，我换乘公交车，很快到达目的
地。回想起这段别开生面的旅程，我
的内心仍难掩兴奋。值得一提的是，
我还查询到这趟列车能直达武汉天
河国际机场，可以说它是旅友的“宝
藏专列”。下次有机会，我要尝试乘
坐市内火车前往机场，想必会是一次
独特的体验。

——大武汉客户端网友@
139***731

延伸阅读

铁路 12306 平台显示，从武昌
站 至 汉 口 站 ，可 乘 坐 D5792 次 、
D5778 次、D5854 次、C5514 次等车
次，时长18分钟至21分钟不等。

（整理：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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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
那边河滩上坐着七八百人。我先带通信员和侦
察参谋涉水过去看看，仔细一看，哎呀，他们都
静静地背靠背一动不动。我俯下身子逐个察
看，他们全都没气了。”这是开国上将王平晚年
时在回忆录中写下的长征路上一段悲壮历程。
这位穿越战火硝烟数十年、经历了无数流血和
牺牲的将军一生都为之难忘、伤痛的记忆，发生
在四川若尔盖草原班佑河畔。

近日，《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微纪录片
第二季主创团队赴北京采访了开国上将王平之
女王可立。她饱含深情地说：“父亲到晚年记忆
最深刻的还是那数百位已经走出草地却再也看
不到长征胜利的红军战士，他们成了父亲心中
一座座永远的雕像。”

泪洒班佑河
700余名战士背靠背睡着了

时间回到1935年8月底，当年的班佑河畔
到底发生了什么？王可立哽咽道：“父亲当时是
中央红军红四师11团政委。他们团在草地里
走了七天七夜，终于带着收容来的伤员、病员走
出草地。过了班佑河，他们已经走出很远。彭
德怀对他说，王平啊，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
有过来，命令你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
父亲带着一队人往回走，大家当时疲惫得已经
迈不开腿。当他们走到河边时，父亲用望远镜
向班佑河对岸观察，对岸的河滩上真的坐着七
八百人。父亲一行涉水过去仔细一看，他们都
背靠背静静地睡着了；再摸摸，一动不动；又摸
摸，全都没气了。700多名战士因伤、因病、因
体力透支，还有饥饿，全部牺牲了。”

对于这段历史，王平将军始终无法忘怀。
“我的父亲是很坚强的，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流
泪，但每次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都止不住流
泪。他说，多好的同志啊，艰难地爬过雪山、一
步一摇地走出了草地，却没能走过班佑河。他
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
利。”王可立回忆说，“父亲一行怀着沉痛的心情
把他们一个一个放平，又仔细检查，看看还有没
有活着的，还真的发现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战
士还没有咽气。父亲让侦察员把他背上，但是
过了河后，他也断气了。大家满含泪水，脱下军
帽，低头向烈士默哀、鞠躬告别。随后，大家急
忙朝着巴西乡方向追赶大部队去了。”

班佑河畔，河水静流。今天，在若尔盖县班
佑乡——90年前红军长征走出草地的地方矗立
着红色花岗岩巨型雕塑“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
纪念碑”，纪念碑上刻有“胜利曙光”4个字。一群
红军战士的雕像或坐着或躺着，环绕在纪念碑的
石柱周围，不远处则是一位拿着望远镜的指战员
雕像，凝重再现了王平将军经历和记录的这段数
百名红军将士不幸集体牺牲的真实历史场景。
王可立介绍说：“‘胜利曙光’是我的弟弟范晓光根
据父亲生前回忆，多方筹措资金建成的。”如今，走
过雕像都是“人过脱帽、车过鸣笛”，无数被感动的
人在雕像前静静地鞠躬、拜谒。

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飞毛腿”
毛主席给他改名为王平

王平较长一段时间在中央红军担任红四师

11团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红11团敢打恶仗、
险仗、硬仗，善于长途奔袭和连续作战，屡屡重
创敌军，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飞毛腿”。王可立
说：“从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我的父亲率领的
红11团是红三军团的机动、拳头部队。军团长
彭德怀命令他们忽而做前锋、忽而做后卫、忽而
佯攻、忽而迂回，以灵活机动、快速反应的能力
参加攻打宜章、强渡湘江、智取遵义、四渡赤水、
佯攻贵阳、强占北盘江、围攻会理县城等重要战
斗，为中央红军主力开辟通道，掩护党中央和中
革军委机关安全转移。”

1935年4月14日清晨，红军在金沙县沙土
南渡乌江，甩开40万敌重兵的围剿。红11团奉
命作为先遣团立即占领北盘江百层渡口，掩护
主力红军渡江。为此，王平急率部队赶到15公
里外的铁索桥，趁夜攻破守军两个阵地，与对岸
关岭一个师敌军对峙了一天两夜。4月19日清
晨，红11团完成掩护主力红军渡江后，由先遣
团变成了后卫团。全团6个小时跑了60公里，
绕过了先于他们到达兴仁城外的国民党军，终
于追上红三军团大部队。彭德怀特别高兴，指
着领头的“王大个子”说：“看啊，我们的‘飞毛
腿’赶上来了。”

王可立还分享了父亲两度改名的轶事。
王平将军原名王惟允，是根据家乡阳新县王
家的辈分取的。他于 1930 年参加红军，同年
加入党组织。“入伍后，父亲所在连的连长是
个广东人。他每次点名时一口广东话总是把

‘王惟允’念成‘王翁翁’，引得战士们哄堂大
笑。父亲和连长商量后，决定给自己改个好
念一点的名字。他联想到自己苦难的童年以
及对光明的渴求，于是改名为王明。不料，过
了几年后，这个名字又与我党驻共产国际代
表重名讳。”王可立笑着说，“父亲一直想再改
名。1936 年 12 月，受命担任红 27 军政委的父
亲和军长贺晋年一起去见毛主席时，借机提
出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平。毛主席幽默地
说，好啊，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随后，他欣
然提笔写下：‘命令贺晋年任红 27 军军长、王
平任红 27 军政治委员。毛泽东’从此，王明
正式改名为王平。”

威震晋察冀 两度赴朝鲜
他尤善激发官兵革命斗志

在王平的军旅生涯中，不仅参与组织指挥
了许多有名的战役，更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影响
至深的思想政治工作范例。“参加革命以来，父
亲除了当北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其他时
候一直当政委。他从普通宣传员干起，直到担
任兵团政委、大军区政委、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
等职务，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父亲
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党的领导，对政治工作特
别重视。”王可立介绍，在频繁的战斗和险恶的
环境中，王平特别重视以情带兵，以正确的思想
教育官兵，激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
精神。

1937 年 9 月，王平奉命前往冀西的阜平
县，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开辟抗日根据
地。他与李葆华、杨秀峰组成晋察冀临时省
委。“去的时候只有3个人，没有枪，也没有兵，
但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他们就组织起
4000 多人的抗日义勇军。”王可立介绍，王平
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和冀中军区
政委期间，通过团结、争取、收编和改造民间抗
日武装，为八路军主力部队输送了十几个团的

兵力。“父亲参与开辟、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敌后
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
臻的得力干将。1944 年，父亲率部进军雁北、
挺进绥东，在平绥路以北开辟新的根据地，打
开了延安到东北的通道，为建立东北战略基地
作出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平担任中国人
民志愿军二十兵团政委，奔赴朝鲜战场。“父
亲曾两度赴朝。第一次是 1953 年 5 月，为了
促使朝鲜半岛和平早日实现，父亲与二十兵
团司令员杨勇抓住战机，组织指挥了抗美援
朝最后一次战役——金城反击战。”王可立
说，“战前，父亲深入火线，到各参战部队检查
作战方案、人员和武器装备，把思想政治工作
做到参战人员的心坎上。各部队出现了空前
的请战热潮，战旗上签满了战士们的名字，为
祖国荣誉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的口号响彻前
线各个阵地，涌现了杨育才等一大批闻名全国
的战斗英雄。”王可立说，大家熟知的现代京剧
和电影《奇袭白虎团》就是根据金城反击战的
故事改编的。金城反击战历时 15 天，二十兵
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突破敌军4个师防守的
宽达25公里的坚固阵地，向南扩展阵地160余
平方公里，毙伤俘敌5.3万余名，有力地促进了
朝鲜停战的实现。

1957年2月，王平第二次入朝，任志愿军政
委。那时，朝鲜虽然停战，但还有部分志愿军在
朝鲜担任战备任务。王平一方面加强部队思想
政治工作，加强战备，做好军政训练；一方面增
进部队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进行经济
恢复和建设工作，直至1958年10月率领志愿军
胜利撤出朝鲜，回到国内。

烽火鸾俦 寄情桑梓
红色精神在鄂东南热土传承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王平邂逅了进步女
学生范景新。两人在艰苦的环境里组成家庭，
携手走过60多年。

谈起父母的浪漫爱情，年届八旬的王可立
露出笑容：“1996年，89岁的父亲为了给78岁的
母亲祝贺生日，专门写了一首诗赠予母亲：‘烽
火结鸾俦，白发更相亲。屈指六十载，无尽恩爱
情。回首风雨路，甘苦你最知。喜看儿女强，四
代乐同堂。吾有今日福，全靠妻贤良。’这首诗
和当时的一张全家福至今还被我们挂在墙上，
承载着我家几代人的幸福。”

地处鄂东南的阳新县有一条小溪，因其
源头在东边、溪水流向西边而得名“东源”。
王平就出生于这条小溪西端的村庄——大湖
地。王平将军的故事至今仍在鄂东南大地、
阳新山乡流传，而这片热土也是王平将军魂
牵梦萦之地。1998 年 2 月，王平将军逝世前
仍在关心家乡的教育。为实现王平将军的
遗愿，他的后人们多次前往阳新，捐款用于
家乡和东源中学（王平将军希望学校）建设
等。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一场庄重而深情的王
平将军遗物归故里活动在王平将军希望学校举
行。王平将军的女儿王晓红带着将军生前办公
的桌椅等共94件珍贵物品回到这片他深爱的
土地，捐赠给家乡。王晓红说：“我的父亲曾经
用过的物品回到家乡，就像把他的精神传递下
去一样。我希望家乡人民能世世代代传递这种
红色基因。”

（汤华明 叶飞艳 王尹芹）

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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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王平之女讲述先辈事迹

父亲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飞毛腿”

开国上将王平。

王平上将之女王可立接受采访。
王熠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