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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 基 层 之 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面对媒体格局
和舆论生态深刻变化，做强新型主流媒
体，亟须深入把握全媒体时代发展新趋
势，以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为抓手，着力提
升内容生产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公共服
务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促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

着力提升内容生产能力。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内容永远是根本，融合发展必
须坚持内容为王，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
势。”信息传播是媒体的重要功能，无论媒
体形态如何变化，优质内容始终是舆论场
上的“硬通货”。主流媒体具有采编队伍
专业、信息渠道权威、采编流程规范等内
容生产优势，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坚持内
容为王，要求媒体工作者练好“内功”，切
实提升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在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中感悟新时代，在激发共鸣、
形成共振中讴歌新时代，不断推出有思
想、有情感、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在策
划、采访、写作、编辑、制作、发布等环节下
苦功夫、长功夫，丰富内容产品，创新呈现
方式，拓展传播渠道，从而使主流媒体牢
牢占据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
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

着力提升技术应用能力。互联网已
成为人们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重要
渠道。让网络空间成为党凝聚共识的新
空间，需要我们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
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顺应信息技术
发展趋势，紧跟信息革命步伐，充分运用
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
信息传播制高点。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亟须探索将新技术运用到新闻采集、生
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全面提高舆论引
导能力。运用 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及时掌握社会舆论新动向，针对群众
普遍关心的痛点、焦点、难点问题，有针
对性地推出更多融媒体精品力作，不断
提升主流媒体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
给能力。充分发挥媒体融合优势，画好
网上网下同心圆，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
版图，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
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着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2020 年印发的《关
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
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
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
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
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媒体融合
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新闻单
位、科技企业、政府部门掌握的思想文化
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转化
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需要充分利用媒体自
身的资源优势，促进新型主流媒体融入文
化产业发展的大机遇和大市场中，进行产
业多元布局，不断向文旅、文创和教育等
领域拓展，实现媒体+政务、媒体+服务、
媒体+商务等功能的延伸。在这一过程
中，新型主流媒体需要通过有效整合本领
域、本行业、本地区的资源，针对不同用户
群体提供细分服务，建设包含信息服务、
政务服务、商务服务、生活服务等多元功
能的服务平台，将媒体的公共服务职能扩
展到社会民生等领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转
自《人民日报》2021年05月19日 13 版）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 唐 铮

台江县施洞镇岗党略村立足新发展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以红色“乡风”推动乡村治理提升、以美丽

“乡村”推动人居环境整治、以苗族“乡味”
推动产业稳步发展的“三乡三推”发展思
路开好乡村振兴新局。

以红色“乡风”为主题，推动乡村治理
提升。

为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使村级组织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显著增强，提升乡村治
理整体水平，岗党略村深挖红色资源，形
成乡村治理强大引擎。一是建强细胞肌
体。在原有“十户一体”的基础上，结合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模式，以
“三联”（一个支部联一个小村、一名党员
联一片群众、一名“两委”成员联一个重点
工程项目）为工作重点，零距离服务村民
群众、服务基层，以实际行动架起党群“连
心桥”。此外，严格落实村治“十公开”，加
强民主管理监督和协商，引导村民参与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和日常监督管理，提升党
建引领乡村治理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二
是深入挖掘历史。保护和利用好红色纪
念设施，深入挖掘红军在偏寨村、施洞镇
和台江县的红色史料，严格依照历史文献
资料及知情人士的讲述，确保把长征时期
在台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还原，并分类编
辑形成红色故事，坚持将传承红色基因转
化为村党组织带领村民改善农村生产生
活设施、打造安居乐业美丽家园的生动实
践，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和生态振兴两促
进、双提升。三是引导文明风尚。在村

“两委”的组织领导下，通过“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等活动，强化各党员对红白理
事会办事流程、内容的掌握和领会，提高
红白理事会的工作水平和群众知晓率，
使移风易俗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并由党
员干部主动带头，引导和带动群众自觉
抵制高价彩礼、反对陈规陋习。进一步
优化村规民约，大力反对铺张浪费、破除
封建迷信、革除陈规陋习。此外，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树立勤俭节约意
识为目的，树立先进典型“光荣榜”，以院
坝会、村民大会等形式，灵活开展先进典
型表彰活动，品选出“勤俭文明之家”，形
成良好舆论氛围。

以美丽“乡村”为主线，推动人居环境
整治。

为筑牢乡村治理有力支撑，让公共服
务水平显著提高，岗党略村以人居环境整
治为抓手，稳步加快美丽红色乡村建设步
伐。一是改善精神观念。由党员干部带
头以行动带动村民改变不良习惯，并加强
宣传教育，以义务劳动、通报批评等手段
为惩治措施，以评优选优、物质奖励等手
段为激励措施，充分依托“十户一体”卫生
工作机制，对于不按要求做好垃圾处理
的、乱丢乱扔的，实行上门面谈批评教育；
屡教不改的，喇叭全村通报批评；屡教不
改的，依照相关规定取消相关政策享受。
另外，党总支联动群众开展院坝联谊、大
扫除等各类形式的主题党日活动，在寓教
于乐的氛围中，引领村民新风尚。二是改
善环境卫生。用村集体经济部分收入设
立村常态化环境治理的专项资金，保障农
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日常运行。
用活保洁员等公益性岗位，广泛开展“一
化（栽花种草美化环境）两改（改厕、改圈
舍）三不见（不见白色垃圾、不见建筑垃
圾、不见生活垃圾）”为主要内容，每周

“135 大扫除”的工作机制，开展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三是整治乱搭乱建。按照坚
持“摸排全面，建立台账，快速拆除，和谐
拆除”的要求，充分发挥村党组织在人居
环境整治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全党发动，

全民动员，强化舆论
宣传，对私自占用公
共空间、存在安全隐
患的私搭乱建、乱围
乱养、乱堆乱放行为
实行劝告，并拆除违
规搭建。对周边及偏
寨整村房屋进行风貌
整治，在保持原有的
徽 派 建 筑 风 格 基 础
上，体现红色文化元
素。对涉及偏寨村特
色小城镇建设项目、
22个建档立卡村人居
环境整治项目等加快
实施进度，做好扫尾
工作，提升村容村貌。

以苗族“乡味”为
主业，推动产业稳步
发展。

为汇聚乡村治理
强大合力，使群众致
富 内 生 动 力 显 著 提
升，岗党略村以产业
振兴为支撑，激发广
大 群 众 建 设 美 丽 乡
村、创造美好幸福生
活的磅礴力量。一是

“苗寨联团”协同发
展。打破行政区划，
跨 村 构 建 施 洞 片 区

“联团式”协同发展
体系。聚集施洞红色
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以推动乡村旅
游、银饰刺绣、林下经济发展为目标，在施
洞镇党委的统筹带动下，形成意见大家
提、事务集体议、问题共同解、成果一起享
的发展格局。以岗党略村为龙头示范点，
实现一村带多村、多村连成片，推动共同
富裕，实现各村优势互补、产业互促、融合
发展。二是“人才引领”带头发展。发挥
国家、省级非遗传承人以及吴水根大师工
作室示范引领作用，吸引致富能手、外出
务工经商返乡人员、本乡本土大学毕业生
等人才回村创业，担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管
理人员。以村级合作社为牵头，依托县委
党校和相关培训单位，定期有针对性地加
强农户养殖、银饰、刺绣等方面的技能培
训，并传授经营方面的专业知识，实现教
学相长，在较好保护苗绣技艺传承的同
时，发展好红色旅游、红色文创、文化体
验、休闲观光、民宿餐饮等特色产业，把丰
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农民致富的绿色产业优势。三是

“核心精品”高质发展。大力推广“村社合
一”模式，深化并改进银饰刺绣产业“党支
部+合作社+十户一体+农户”发展模式，
进一步整合产业资源，突破传统家庭作坊
式发展模式，力争把岗党略村银饰刺绣体
验中心打造成为全州甚至全省银饰刺绣的

“生产中心、体验中心、培训工作、电商中
心”。此外，在重点推进银饰刺绣传统产业
换发新颜的基础上，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
积极协调项目资金，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着力挖掘林业资源发展潜力，按照“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发展模式，因地制宜
发展1000亩林下养鸡产业，把偏寨林下养
鸡打造成为精品，并根据市场情况扩大或
缩小规模，确保村集体经济“市场需时能
卖，市场饱和不亏”。

（作者单位：台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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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年4月至1936 年1月，红七军游
击转战、红六军团先遣西征、中央红军和
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五次出入黔东南
的10多个县，在苗乡侗寨宣传革命思想，
践行党的民族政策，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和
封建反动势力，播下革命火种，写下中国
革命光辉的篇章，唤起了工农大众的觉
醒，尤其是黔东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
农群众在红军的教育和影响下，积极行动
起来，支援红军行军作战，表现出了工人
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促进了工人运动
的开展。期间在黔东南工运史上出现了
几个“第一”，对我国工运史产生了重要而
深远的影响。

第一位侗族工运领袖龙大道
龙大道（1901—1931），又名康庄，字

坦之，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共产党
员，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和杰出活动
家。1901年10月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
村一个木商的家庭。父亲是苗族人，母亲
是侗族人。

龙大道从小学习认真刻苦，在家乡读
完小学后，赴武汉、南京求学，后入天津南
开大学学习。1923年，龙大道到上海大学
学习，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
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很快就接受了共
产主义思想，参加了革命活动，并加入中
国共产党。

第二年秋，党派龙大道赴莫斯科东方
大学学习，二年后回国。党组织分配他去
参加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他先担任了中
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工人部部长，后调上
海总工会组织部工作，之后任中共闸北部
委书记。在此期间，他经常深入基层，了
解情况，与工人们共同劳动，给他们讲革
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因而受到工人们的尊
敬和爱戴。在周恩来的引见下，他与来到
上海的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毛泽东称是

“半边老乡”，对他“康庄”“大道”的名字留
下深刻的印象。

1927年1月，他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
委员兼秘书长，两个月后任上海总工会常
务委员兼经济斗争部部长。参与领导上
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发动。在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任闸北区指
挥成员之一，带领工人英勇冲锋，经过28
小时的激烈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
区，取得战斗的胜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

“四·一二”政变，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革
命群众，他指挥工人纠察队进行英勇地抵
抗，身受重伤，从工人弟兄的尸体堆里爬
出来，后转移至武汉。4 月 27 日，中国共
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口召开，龙
大道作为82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会
后他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
工会工作。6月，他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
参加了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大
会通过了他主持起草的《经济斗争决议
案》，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要靠
政治斗争来保证，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革
命斗争，并支持农民获得土地的斗争，应
建立可靠的工农联盟。汪精卫在武汉发
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
爱国志士、工人、学生被捕杀，总工会、农
会等群众组织被封闭，革命活动转入地下
斗争。他这时在湖北省委负责领导工人
运动工作。8月，他在发动汉阳兵工厂的
工人大罢工斗争中，不幸被捕入狱。在敌
人的监狱里，他面对酷刑和威逼，坚贞不
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他团结
狱中的战友和敌人作斗争，研究越狱自救
办法，经过周密准备，他组织几十个难友，
凿墙越狱成功。出狱后他秘密组建中共
汉阳县委，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湖北
省委执行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工人部长，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书记，上海总工
会秘书长等职，积极从事工运领导工作。
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团结、发动广大工
人群众为提高自身地位、改善生活、反抗
压迫剥削而斗争，成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
的优秀领导人。

1930年1月，龙大道回到上海任总工
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
北、虹口丝厂的罢工斗争，发动工人为争
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生活进
行斗争。当选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代表。

1931 年 1 月 17 日，由于叛徒出卖，上
海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公共租界巡捕房逮
捕了龙大道、何孟雄、林育南等36名共产
党员和革命者，不久引渡给国民党政府，
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大道毫
无惧色，谈笑风生，将侗族人民的生活习
惯和在苏联的见闻告诉大家，互相鼓舞，
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面对
敌人酷刑拷打，他大义凛然，在法庭上怒
斥敌人，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
者的崇高气节。2 月 7 日深夜，国民党以

移解送南京为名，将龙大道等24位共产党
人秘密杀害，慷慨就义，史称“龙华二十四
烈士”。龙大道牺牲时年仅30岁。

龙大道等24烈士殉难后，全党震惊，
周恩来在《群众日报》撰写社论《反对国民
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称他们的牺牲“是革
命中的巨大的损失”。之后鲁迅先生悲愤
地写《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著名的檄
文。建国后毛泽东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军
人家属光荣纪念证》颁发给龙大道家属，
以褒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第一次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

1930年3月，广西军阀以重兵向右江
革命根据地的红七军大举围攻，妄图扑灭
刚刚燃起的革命星火。为转到外线活动，
打乱敌人的行动部署，广泛发动群众，扩
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转战中补充部队给
养，发展壮大革命的力量，由军长张云逸、
总指挥李明瑞率领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
人到黔桂边开展游击战争。

4月30日，红七军由广西翻越月亮山
区来到都柳江上游榕江县的腊酉寨、杨家
湾，准备渡江攻打贵州军阀王家烈囤积军
械粮草的要地——榕江县城。两寨群众
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和蔼可亲，
船工和群众主动为红军砍竹子、绑竹梯，
将自家的楼梯献给红军攻城用，并驾船运
送红军过江，红军迅速占领榕江县城南门
外坟山、西南牛形坡、西门西山寺三处制
高点。攻城战斗打响后，附近村寨的群
众，也主动来为红军送水送饭、抬担架送
伤员，支援红军。在“攻下榕江城，庆祝

‘五一节’战斗口号的鼓舞下，英勇的红军
猛攻猛打，当天下午六时一举攻占了榕江
县城，取得了榕江大捷，歼敌500余人，缴
获大炮 2 门、步枪 600 余支、子弹 10 余万
发、无线电台1部、马500余匹、银元2万余
元。战斗结束后，红军捣毁了县衙门，打
开监牢大门，放出被关押的无辜群众。并
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红军的
宗旨，工人和其他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
提高了觉悟。

5月1日，红军在镇台衙门广场（今五
榕广场）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攻
克榕江城祝捷大会，简易的主席台中央悬
挂着马克思画像，有 6000 多工农群众参
加。大会由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主持，
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分别在大会上
讲解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性质、任
务、主张后，号召全体劳苦群众联合起来
走革命道路，打倒官僚资本家，打倒地主
恶霸，推翻国民党新老军阀的反动统治，
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
接着台上台下鞭炮齐鸣，庆祝胜利。随后
又把没收大地主龙三元的财物分发给贫
苦群众。城里的工人们第一次参加庆祝
自己的节日活动，听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真
理，又分到财物，个个喜笑颜开，欢欣鼓
舞。这次大会是贵州省最早、规模最大的

“五一”庆祝集会。会后，挑柴卖的潘老四
和覃明祥、张榕生等几十人参加了红军。

5 月 4 日，红七军离开榕江返回广西
时，工农群众在码头依依不舍地欢送。为
了帮助红军胜利回师，船运工人张桥生、
刘洪坤等近百名船工，为红军驾驶大小木
船50余艘，顺着都柳江而下至广西富禄。
张桥生等5名船运工人光荣地参加红军，
走上革命道路。在红军的宣传教育下，榕
江水运工人积极投入了革命的行列，对贵
州革命和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
第一部农村工人保护条例颁布及践行

1934年5月，贺龙、关相应、夏曦率领
红三军进入黔东地区后，于 6 月 19 日，中
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沿河枫香溪召开会
议，决定在印江、德江、沿河一带开展苏维
埃运动，建立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

黔东特区革命根据地包括沿河、印
江、德江、松桃、石阡、江口及四川酉阳秀
山等县毗连地域，纵横200余里，辐射到黔
东南的镇远、岑巩、施秉、黄平等县，西有
乌江天险，东有梵净山屏障，与川、湘、鄂
毗连。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立即抽调干
部组成宣传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先后
建立了 17 个区革命委员会和 100 多个乡
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开展了打土豪、分
田地的土地革命斗争。黔东特区革命根
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壮大。

7月21日，在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
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
表大会，135 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提出
了实行土地革命、组织雇农工会和苏维埃
代表会议、武装工农三大任务，通过了《没
收和分配土地条例》、《农村工人保护条
例》、《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等六项决议，
选举产生了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

《农村工人保护条例》对工人的工作
时间、工资待遇、女工和青工保护、安全与
卫生、社会保险、雇工方法以及劳动保护

法令的执行方面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其
中规定：“所有工厂劳动者通常的工作时
间，不得超过8小时……”“农村工人之工
资，不得少于劳动委员会规定之绝对最低
工资额……”“禁止女工举重或作危险工
作，女工产后休息两个月，工资照发……”

《条例》颁布后，特区工人的工资得到增
加，劳动条件有了改善，劳动强度有所降
低，这是贵州省第一部对工人运动具有重
大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法规。

至 10 月 24 日，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
的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在印江木黄胜利会
师，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为策
应中央红军长征，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力
撤离黔东，挺进湘西，创建新的根据地。
为了加强对黔东根据地的领导，决定成
立黔东特委，重新组建黔东独立师留守
继续战斗。

第一次整编撤销红军工人师
1933 年，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

“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了“创造一
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
作战”的号召，在中央苏区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扩红运动。为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
长刘少奇要求苏区各级工会组织迅速行
动起来，动员工人群众响应号召报名参
军，保卫苏维埃政权。2月至4月，在他主
持召开的中国店员手工艺工人工会筹备
会、苏区苦力运输工人工会筹备会、中国
农业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动员苏区
工人带头加入红军，提出要创建中国工农
红军工人师，为保卫中央苏区做出贡献。
8 月 1 日，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的筹建
下，工人师在赤色首都瑞金正式宣誓成
立。全师由12800多名工人组成，暂编为
三个主力团和一个预备团。工人师成立
后，随即留在瑞金担任中央机关的保卫工
作，又称之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警卫师。
1934年2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工人师
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师，在陈毅
司令员的指挥下开赴永丰、龙岗前线，投
入保卫中央苏区西线的反“围剿”战斗。9
月，中革军委决定将第二十三师（工人师）
与第二十一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在兴国阻
击敌人。

10月20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战
略转移，中革军委命令红八军团担负全军
右翼掩护和殿后任务，并派工人师的创始
人刘少奇为中央代表随军西征。由于敌人
重兵的围追堵截，又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加
上“左”倾领导人指挥红军搬着“坛坛罐罐”
出征，中央红军经湘江血战突破敌人的第
四道封锁线时，损失十分惨重，为保卫中央
机关渡江，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被打散，第
二十三师（工人师）仅剩1000余人。

12月13日，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黎平，
鉴于红军减员严重，为减少部队机构，提
高机动性和战斗力，中革军委发出了《关
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
法》，致电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
员李卓然和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政治委
员黄甦，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建制，并入红
五军团，工人师被拆成 5 个营进行合编。
刘少奇由红八军团中央代表改任红五军
团中央代表。

按中革军委决定，12月16日至19日，
红五、八两军团在黎平洪州到县城的行军
途中完成了以工人部队为主的整编任
务。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军团参
谋长的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记载：“12
月16日，因连日疲惫已极，特决定今日全
部在洪洲休息，准备粮食。到后不久，又
接军委电令，要五、八军团合编，以适应目
前新的环境和任务，当即到军团部参加讨
论合编问题。决定以两日行军间隙作宣
传、鼓动、解释工作；一天时间来实行编制
工作。12月19日，上午全部时间均用来改
编队伍，下午则继续出发到地西。是日我
负责编制37团，编制后即到军团部工作。”
整编后红军队伍恢复了元气，增强了斗
志，振奋了军威，直驱入黔。

至此，在第一个中国人民军队建军节上
成立仅存一年零三个月的工人师，在贵州黎
平结束了光荣的使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走完了中国工人革命一个光辉的历程。

在黔东南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特别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运史上的几个“第
一”，为开展新时代的工人运动和工会事
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全州各级工会
要牢牢把握我国工人运动的时代主题，发
扬革命传统，继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继续谱写黔东南州工人运动和工
会事业的新篇章。

（作者系黔东南州总工会副主席）

黔东南工运史上的几个“第一”
□ 张永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