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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
获得国际援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
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建议下，于 1937年
11月致信印度国大党主席尼赫鲁，希
望印度国大党能为八路军提供医疗物
资，并派有经验的战地医生援助中
国。尼赫鲁在收到该信的当日，便号
召全印度将 1938年 1月 9日作为“声
援中国日”。印度国大党第五十二次
会议决定向中国派遣医疗队。

尼赫鲁亲自选定爱德华博士任印
度援华医疗队队长，并从许多报名者
中选定副队长卓尔克及队员木克吉、
柯棣尼斯、巴苏。印度援华医疗队自
此产生。印度援华医疗队受到印度人
民称赞。印度国大党领导之一奈都夫
人主持了各界欢送宴会，她称赞印度
援华医疗队是“无任命的驻华大使、人
民大使”。

1939年 2月 12日，医疗队到达陕
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
军民热烈欢迎，八路军卫生部在北门
外陕公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盛会，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作陪。中共中

央代表王明致欢迎词说：“这次印度援
华医疗团的来华，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不但表现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被
压迫民族对我国的同情与援助，并且
说明弱小民族已有了他们共同的反抗
目标——残暴的法西斯蒂。”爱德华队
长致答词说：“当我们离开孟买城时，亲
友和群众在开会欢送我们，他们衷心希
望中国抗战获得胜利。”“不能认为中国
的抗战是没有外援的。中印两大民族
现在已经有了同一目标，即是将两国人
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
然印度援华医疗队只有5个人，但他们
后面还有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千
百万的印度人民的同情。随后医疗队
参观部队、机关、学校和卫生机关，很快
熟悉了边区生活。1939年 3月 15日，
毛泽东在杨家岭一间普通的窑洞会见
了医疗队的5位大夫，与他们进行长谈
并设宴招待。席间询问了一些有关印
度工人、农民生活状况，印度人民反帝
斗争的形势以及印度各政党的主张
等。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的
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

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
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
到中国，就传布了两国人民团结反帝
的精神。对此，巴苏华日记作了详述，
说：“今天早晨，我们拜访了毛泽东同
志，他在窑洞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我们读过许多关于毛泽东同志故事的
书，刚开始我们感到很拘束，但毛泽东
同志友好热情的举止与幽默的谈吐，使
得我们在他面前变得放松了，我们也和
他一起轻快地谈笑起来……我们感到
很骄傲，我们见到了一位任何国家都会

引以自豪的领袖。”
不久，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被分

配到拐峁八路军医院工作，卓克华、木
克华被分配到张村驿八路军卫生学校
任教。医疗队原定援华时间为一年，但
在国民党统治区已经半年了，到延安后
就决定延长援华时间，爱德华为此向国
内打电报请示，得到了同意，并让卓克
华和木克华可早些回国。因此，1939
年5月底，卓克华便离队经西安返回印
度，8月初木克华因病回印度治疗，在
边区仅留3位成员了。

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提出到前
线工作，获得毛泽东同意。1939年 11
月 4日，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自延
安出发，赴抗日前线晋东南。随后，他
们抵达山西武乡县八路军总部。

印度援华医疗队在延安期间，正
遇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
食“扫荡”，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行
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极
为困难。当时吃穿住用都很紧张，但
他们和边区军民同样过着艰苦的生
活，自己动手打窑洞，参加生产运动，
努力工作，为边区卫生事业作出了贡
献。爱德华等 3人在八路军医院期
间，他们除看病做手术外，还经常召开
医务座谈会介绍经验，并积极参加八
路军模范医院的扩建工作，给予满腔
热情的指导和帮助。延安《新中华报》
高度赞扬说：“这里更值得我们提及的

是国际友人——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三
位印度医生同志。他们非常热心地忍
受着生活的艰苦和工作上的限于物资
条件的诸多困难，用着正义感和人类
伟大同情，来帮助我们边区艰苦困难
的医疗工作。”

1939年7月11日晚上10点，爱德
华、巴苏华、柯棣华突然接到中央通
知，说周恩来意外地从马背上摔下来，
右肘的小臂下端骨折。延安所有第一
流的医生都来了，他们赶到后，给伤部
进行了X光透视和包扎。

1941年11月，柯棣华与白求恩卫
生学校教员郭庆兰举行了简单的婚
礼。当地乡亲称柯棣华为“中国女
婿”。婚后两人生有一子柯印华。
1942 年 6 月，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
党。江一真是柯棣华的入党介绍人、
婚姻介绍人。

1942年 12月 8日，柯棣华的癫痫
再度发作，抢救无效。12月9日，柯棣
华病逝，年仅 32岁。晋察冀军区为柯
棣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
在挽词中说：“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
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
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成疾，全军
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
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
记的。”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
三年》）

延安革命旧址
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印度援华医疗队在延安
（1939年2月12日—11月4日）

● 1939年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与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合影

（上接第一版）
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运输业

是以国营和集体运输为主的，曹宝林
个人搞运输只能在建筑工地找活
干。于是，他早起晚睡，专干别人看
不上的活，也不计较运费多少，但始
终坚守“保证质量，按时送达”的承
诺，慢慢拥有了他自己的雇主。在他
近一年没日没夜的努力下，终于赚到
3000元，但这只够偿还贷款本金，利
息还没有着落。于是，过年期间他又
承包了给水库拉石料的活。大年初
二，当别人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与休
闲中时，他就顶着凛冽的寒风，与弟
弟一起自装自卸，搬运石料。苦干40
天后，完成了 1200方石料的拉运任
务，赚取了 320元运费，还清了信用
社贷款的利息。

回忆起当初负债创业时的场景，
曹宝林坚定地说：“在我看来，诚信比
生命都重要，它已经融入我的血脉。”

以客为本诚信经营

勤劳是致富的根本，诚信是成功
的基础。靠着勤劳，曹宝林赚到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靠着诚信，他的企业
脱颖而出，越做越强。

1994年，成立延安农机综合公司
之初，曹宝林就经常教育员工和客户
打交道，必须做到遵守承诺，一言九
鼎，答应的事，必须办到，不管是上班
还是下班后，卖配件的价格必须是一
样的，绝不做乘人之危的事。“当时配
件具有垄断性和唯一性，10元的配件

可以卖到 100元。”曹宝林说，做生意
讲的就是诚信，哪怕公司少赚钱，甚至
不赚钱，只要客户满意，就要坚持做下
去，于是，他要求员工坚决平价出售。

2003年，曹宝林创建了延安合
力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汽车、农业机
械、油田机械等销售。企业规模的
扩大，经营范围的扩展，使他更加坚
信“诚实守信、服务客户”是企业生
存和发展的根本这一硬道理。他经
常告诫员工：“让认识的客户受益不
算好，让所有的客户都受益那才算
真好。”

2006年初春，吴起县铁边城镇农
民刘二虎在曹宝林公司购买了一台
东风 50拖拉机，由于路途遥远且路
况差，配套的三铧犁安装上行驶不
便，在工作人员的技术指导后，他回
去自己安装。结果三铧犁装上后不
能翻地，正当春播大忙关键时刻，刘
二虎打电话到曹宝林公司求助。按
照厂家的规定，客户的安装操作使用
不当，服务站是不会上门服务的，加之
路途远，服务费用太高，厂家不给报
销。“我当时知道情况后，通知服务站
立即赶过去，一切为了客户，所有费用
公司承担。”曹宝林说，以客为本诚信
经营，创业这条路才能走得更远。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誉。如
今，曹宝林带领职工与合作客户风雨
同舟、共渡难关，在大爱中彰显出诚
实守信的担当，用实际行动坚守着良
好的商业道德底线，不仅赢得了客户
广泛赞誉，更赢得了市场。

以责促行回报社会

曹宝林始终认为，作为一家民营企
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时刻不
能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在2003年延
安合力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之时，曹宝
林就积极行动，安排了46名村民在公
司就业，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公司每年
都会雇用清洁工为村庄打扫道路卫
生，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逢年过节曹
宝林都会送去米面油慰问，从未间断。

40 年风雨蹉跎，40 年大浪淘
沙。曹宝林凭借诚实守信合法经营
企业稳步快速发展。而今，他在奔波
于事业的时候，也积极投身于社会公
益活动，回馈身边的人、回馈社会。据
了解，该公司先后参与了宝塔区千村
千企扶助活动，扶助了宝塔区万花山
镇新窑子村，出资为该村的饮水及用
电线路进行了改造。依靠公司的技术
优势，积极对农民进行农机技术指导，
引导农村产业化发展，受益农户达600
余户，资助贫困家庭、贫困学生、地震
灾区的捐款、捐物达到100余万元。

说起已有的成绩，曹宝林总是
说，成绩是大家合力干出来的，成绩只
代表过去，任何时候都应该谦虚谨慎，
戒骄戒躁。说起经验，曹宝林总是告
诫他的员工，诚信是企业的命脉，也是
做人的根本，这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
追求，无论是在逆境中攀爬，还是在顺
境中奋进，每一次的取舍之间，都不能
忘记“诚信”二字，要始终秉持“让所有
客户都受益才算好”的理念。

“诚信是企业的命脉，也是做人的根本”

（上接第一版）尽管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
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
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同科学社会
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要深刻认
识到，“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
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
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
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
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
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要深刻认识到，“结合”筑牢了道
路根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
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
势。“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
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
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
化以深厚底蕴。要深刻认识到，“结
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
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
实践创新空间，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
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

论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
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
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
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要深刻
认识到，“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
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历史和
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
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
才能根深叶茂。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
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
庄严历史责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中国
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
问，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
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
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
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
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

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赋予了科学理
论鲜明的中国特色，夯实了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
基础。实践充分证明，“第二个结合”
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
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
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
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
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
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
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
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
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
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
和实践课题。我们要更好把坚持马
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
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
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
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时代化新篇章，让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
的真理力量。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