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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为什么？为信仰，做一个有
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在职干什
么？为信仰，为党的奋斗目标干好本
职 工 作 。 身 后 留 什 么 ？ 还 是 为 信 仰 ，
在晚年保持一名党员应具备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

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信仰的追求
——他用一双因帕金森症而颤抖的双
手，20 年著一书，完成了近百万字的
著 作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特 别 有 力
量》。他就是湖北省宜昌市委党校退休
教师陈人海。

立志跟党走

出生于 1938 年的陈人海，解放前因
父亲躲抓壮丁外逃，被过继给二叔做养
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解放后，他在
党的培养下读完大学，过上新生活。新
旧社会两重天的遭遇，使他立志“终身
感谢党，一生报党恩”。

1957 年初中毕业前夕，陈人海作为
学生代表，到湖北宜昌行署参加各界人
士座谈会。在会议室门口，一个衣着朴
素的中年人热情欢迎他们并跟他们一一
握手。会议开始后，陈人海才知道，与
他握手的那个人是时任湖北省省长张体
学。这一幕深深地感动着陈人海，他
对中国共产党的追求由此萌生。

1958 年，进入高中读书的陈人海向
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1960
年，陈人海考取武汉大学，进入政治系
中共党史专业学习。

大学毕业时，陈人海被分配到杭州
某航校任教。而此时，有个被分配到黑
龙江的同学因在北方生活不习惯，要求
换到南方。陈人海主动与他调换，来到
寒冷的北方，直到 1972 年才调回原籍宜
昌教书。

那些年，无论身在何方，陈人海都
初衷不改，坚持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
书和思想汇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未能
达成心愿，但他坚信：母亲总会把孩子
拥进自己的怀抱！

1979 年 12 月 5 日，陈人海终于站在
鲜艳的党旗下，含着激动的泪水举起右
手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这一刻，陈人海孜孜追求了 21
年！至今，他仍保留着 39 份入党申请书

和思想汇报的原稿。
在陈人海家中，《经济日报》 记者看

到一本红色的 《党章》。翻开党章，记者
发现很多文字下面都画有横线。陈人海
说，这本 《党章》 他保存了 50 多年，也
学习了 50 多年，每次学习都有不一样的
感受，每一次都心潮澎湃。

著书报党恩

7 月 26 日，记者叩开陈老位于宜昌
市委党校院子里的家，陋室虽简，却书
香四溢。书柜里的一部新书吸引了记
者，这部名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特别
有力量》 的书分上中下三册，多达 95 万
字。这部作品六改书名十易其稿，耗费
了陈人海 20年的心血。

1991 年春天，陈人海去北京参加一
个短训班，在求教党史专家、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教授于南时，于南告诉他：

“现在的党史教学，最需要一本适合基层
干部阅读的简明党史教材。”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陈人海暗下
决心：一定要编写一本高质量、通俗易
懂的中共简明党史教材。从北京归来，
陈人海在完成教学、研究之余，开始收
集资料，着手写作。编写党史教材，是
一件严肃、严谨的事情，由于内容宏大
繁杂，光准备就花了十多年时间。

2005 年 12 月，68 岁的陈人海开始
写作。他不会使用电脑，只能借助于纸
笔，一笔一画、一字一句地写。因患有
轻度帕金森症，他的双手时常颤抖，字
迹也是歪歪斜斜。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书稿一页一
页长高，10 万字、50 万字、100 万字
⋯⋯到 2007 年 6 月，陈人海终于完成了
初稿写作。就在他潜心对书稿进行修改
时，病痛袭来。2008 年，陈人海患结肠
癌住院。然而，手术后第 13 天，他又开
始写作。手抖得拿不住笔，他就用左手
捉住右手，一字一句地在稿纸上“刻”
字。妻子宋实凤心痛地说：“都 70 岁的
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啊！”

2011 年 6 月，经过有关部门层层审
核、反复修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特别
有力量》 一书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公
开出版发行。拿到新书的那一天，陈人
海激动得一夜未眠。

对这本书，党史专家于南教授评
价说：“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特别有力
量》 立意新颖，构思独特，是由小人物
写的一部大作，是理论界的一部新作！”

“红烛”发光热

退休之后，陈人海发挥专长，坚持义
务为机关、学校、社区作报告，至今已作了

100 多场报告。2015 年 10 月，他回母校
武汉大学作了一场报告“信仰的力量”，引
起广大学子的强烈共鸣。他鼓励学子们：

“只要有坚定的信仰，就能站得高、看得
远、坐得端、行得正，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
代，无愧于自己美好的年华。”

曾听过他报告的三峡大学研究生陈
璟说，陈老始终坚守着一份对党和党的事
业无限忠诚的信念，“唯有坚守内心的信
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保持真正的自我，才
能闪耀个性的光芒，这正是陈老给我们的
最宝贵的财富”。

近期，宜昌市直单位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又请他作报告。他用朴实真切
的演讲，教育影响了一批批入党积极分子
和青年人成长。宜昌八中教导主任顾远航
在聆听陈人海的报告后深受触动，邀请他
担任学校德育辅导员。

宜昌市老干局副局长许承柱介绍说，
陈人海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为入党积极
分子编著的读本《知心集》已付梓，为中小
学生编写的英模系列故事集也即将出版。

“陈老师特别关心青年人的成长，经
常帮新教员查找资料、指导备课等。”宜昌
党校党史教研室主任郑伟明说，“他搞教
学科研一丝不苟，与时俱进，硕果累累”。

在陈人海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女婿先
后加入党组织，加上他和老伴儿、儿媳，一
家人共有 5 个党员。有人曾经问他：“你用
心血甚至生命写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特
别有力量》一书，一评不了职称，二涨不了
工资，究竟图啥？”陈人海笑着揭开谜底：

“这是一名老党员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
党倾诉着内心的感恩！”

在这场信仰的马拉松中，从求学到工
作、再到退休，无论是青壮年还是暮年，无
论是在单位还是在家里，陈人海始终如
一，恪守着一个党员的优秀本色。他说，

“我虽然退休了，但‘共产党员’是我一生
永不退休的岗位”。

湖北省宜昌市党校退休教师陈人海20年著一书——

“向党倾诉内心的感恩”
本报记者 魏劲松 通讯员 刘紫荣

盛夏七月，骄阳似火。江西南昌西湖
区朱紫巷社区，狭窄的青石板路间，流传
着一个感人故事。

走进一间老旧的房子，我们看见温馨
的画面：8 岁的小优优依偎在赵月兰身边，
时不时向“奶奶”撒娇。他们原本是主雇
关系，如今已亲如祖孙。

8 年前，退休后的赵月兰来到优优家
当保姆，打算赚点钱贴补家用，可没多久
雇主一家三口接连患重病。看着这个突
遭厄运的家庭，赵月兰不顾自家经济窘
迫，将雇主一家收留。她向邻居、家人借
钱，带着优优辗转全国各地治病，照料他
的生活，成为他的“保姆奶奶”。

“保姆奶奶”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也
带动了许多市民献爱心，和赵月兰一同帮
助优优恢复健康。

“保姆奶奶”赵月兰成为时下江西南
昌“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主题活动树
立的道德模范。

“ 家 风 相 连 成 民 风 ，民 风 相 融 汇 社
风。优良的家风、民风、社风，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要条件。”江西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龚
建华说。

2015 年以来，南昌深入开展“兴家
风、淳民风、正社风”主题活动。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人们欣喜地感受到，“三风”活
动如春风化雨，正悄然滋润着南昌。

好家风传递正能量

夜幕降临，南昌西湖区南浦街道的居
民走出家门，来到“天灯下故事会”舞台，
听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故事。

“天街上的一盏路灯，一束光投下来，
老百姓们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和睦而又
温馨。”南浦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吴涛
介绍说，最开始举办这个活动，是为弘扬
模范人物的精神，故事的主角是南丁格尔
奖章获得者章金媛、全国劳模邱娥国、全
国十佳少年夏娟等人物。随着“三风”活
动的开展，故事会的主角逐渐变成相熟的
左邻右舍，像 28 年如一日照顾毫无血缘
关系老人的陈树伦、侯杰夫妇，还有感动
乡邻的 95 岁老奶奶夏银秀、为 4 个残疾人

点亮人生希望的吴润花、视乡亲为亲人的
好医生吴凡等。

如今，故事会除了讲邻里故事外，还
会讲一些法律方面的故事，依法论理、以
德论理相结合，以故事的形式让群众接受
教育。

西湖区南浦街道有 4.5 万常住人口，
流动人口有万余人，属于典型的老城区，
辖区内有不少低保户、孤寡老人等困难人
群。“‘三风’活动的开展，减少了矛盾纠纷
的发生，邻里关系更和睦，社区工作更好
做了。”西书院社区主任王小会说。

南昌市政协主席周关介绍说，“三风”
活 动 开 展 以 来 ，南 昌 市 先 后 挖 掘 宣 传
1600 多个“三风”小故事，南昌市政协“三
风”办组织编印了《凡人善举故事集》，向
社区居民赠送。“通过身边的凡人善举、家
风故事，把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使孝悌、友善、勤
俭、诚信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深入人
心。”周关说。

好民风促进大和谐

家风、民风、社风植根于群众之中，看
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有血有肉的现实素材。如何调动
群众广泛参与到活动中来，并从中受益？

“三风”活动伊始，南昌市政协明确提出，
要用群众身边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用

好的行为习惯和传统美德，用广大群众共
同参与的重大活动来感染群众、影响市
民，着眼于“小”、讲好故事，致力于“广”、
各方参与，立足于“久”、持续推动，落脚于

“实”、务求实效。
走进南昌进贤县温圳镇湾溪聂万中

心村，随处可见名人名言、道德格言等。
经过群众推荐、民主投票、组织审核等程
序评选出的“最美家庭”“敬老模范”“热心
公益人士”“高德老人”等模范，被张榜公
示在显眼的位置，路过的村民们驻足观
看，不时交流称赞。

说起聂万村的变化，就不得不提聂
家、万家两个村庄的故事。历史上聂万两
家的纠纷，导致两村之间矛盾不断。后
来，两村更是在村界之间，各自围菜园、筑
土埂、挖深沟、禁来往。

“三风”活动的深入开展，让两村人
深刻地认识到邻里和睦的重要性。在美
丽乡村的创建过程中，聂家与万家拆除
了“隔心墙”，万家村的环村大道在共有
的村界上动工兴建，连接两个村庄的宽
阔大道竣工贯通。两村共同打造的吴自
城岛景观，成为了两村人休闲散步的好
去处，两村的村容村貌出现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变化。

时下的南昌，崇德向善之风遍吹城
乡，涌现出一批彰显好民风的新典型。
如：西湖区石头街管一辈子“闲事”的居民

沈伟华，自掏腰包为辖区居民修路；青山
湖区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为 83 名西藏班
学生送去无私母爱⋯⋯

党风政风带动好社风

日前，南昌市委组织部接到社区群众
反映：一名公示期间的干部，对自家房屋
漏水问题不管不顾，影响了楼下邻居的生
活。在调查核实清楚情况后，该同志的选
拔任用资格被取消。

干部选任看“三风”，将南昌市“三风”
活动推向一个新阶段。

周关告诉记者：“起初，‘三风’活动定
位于南昌市政协主题履职活动，经过一年
多的实践，已成为南昌市党建工作的重要
内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各群团
组织自身工作的有效切入点。”

南昌市委要求，市直机关干部要带
好头、作表率，成为“三风”的引领
者，彰显应有的时代风采，全市机关党
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带头开展“三风”活
动。目前，南昌“三风”活动被纳入工
青妇、文明办、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
部门的工作重点，融入到各行各业的工
作和生产中。通过党建+“三风”、基层
协商推“三风”、教育培训学“三风”等
形式，使“三风”活动从文件走向文
化，从会场走向广场，从机关走向基层。

“我的父亲崔步迎是一名共产党员，
1943 年壮烈牺牲，我的母亲是一位老党
员，他们的理想信念影响了我一辈子，也
影响了我的两个儿子⋯⋯”在刘将军庙社
区的百花洲街道人生阅览室内，耄耋老人
崔殿元讲述着父母亲的抗战经历，感染着
现场观众。

百花洲街道工委书记付振海介绍说，
百花洲人生阅览室既是全市党建示范项
目，又是“三风”活动好载体，“我们通过开
展‘晒家训’‘手抄三风经典’‘微宣讲’等
活动，凸显党员带头作用，带动其他居民
积极参与”。

“南昌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要通过推进‘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活
动，强化发展规划的实施保障。”南昌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龙和南表示。

崇 德 扬 善 之 风 吹 遍 城 乡
——江西南昌开展“兴家风、淳民风、正社风”见闻

本报记者 赖永峰 通讯员 熊婷婷

近日，在浙江省余姚市图
书馆，建成近 30 年的阅览室略
显昏暗陈旧，国家电网余姚市
供电公司朗霞服务站站长吴长
浩和同事们正在改造室内照明
线路和设施。室外大雨滂沱，
室内电力党员们挥汗如雨。大
半天忙活下来，“精神粮仓”内
的 50 盏电灯亮了，14 套开关
设备焕然一新，3 台吊扇也重
新开始转动了。

勤奋钻研

吴长浩是一名有着 20 年
党龄的老党员。在从事农电工
作的 29 年里，他一直严格要求
自己，做到“干一行爱一行，爱
一行钻一行，钻一行精一行”，
努力学技术强业务。

1987 年，吴长浩初中毕业
就踏上了农电之路。白天，他
在工作现场虚心向老师傅学习
实际操作技能；晚上，他刻苦钻
研、反复琢磨，很快掌握了各项
施工技术标准和工艺标准，短
短一年就成长为农电工作的行
家里手。无论是班组管理、降
损节电、高低压配电和线路工
程，还是防护区治理、线路运行
维护、线路检修，吴长浩样样精
通。他所管辖区域的电力设备
和线路，未发生过因外力破坏
等可控因素导致的线路故障。

工作之余，吴长浩乐于钻
研技术，也善于总结经验，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巡线、
护线、线路故障排查、预防的经验和方法，先后发表研
究文章 25 篇。同时，他大胆创新，获得了多项实用新
型专利。其中，“一种便携式挖洞夹撬”专利每年为余
姚电网建设节约施工经费 50余万元。

情暖客户

吴长浩所在的朗霞供电服务站负责 9 个村、1.46
万用户的供用电业务。“客户的事就是自己的事，为客
户服务好是我们的本分。”他言出必行，用自己辛勤的
汗水恪尽职守、率先垂范。

朗霞供电服务站每月都会接到 60 多个维修电
话，每次吴长浩都会及时派员工前去维修。他总是叮
嘱员工，“不能图一时省事简单拆除问题线路，而是要
找到症结所在彻底修复”。而他本人更是尽职尽责贴
心服务：朗霞敬老院的电线年久失修，他就利用周末多
次上门免费修理电灯，更换破损电线、开关；一家小企
业出现漏电情况，不能正常生产，他连饭也顾不上吃，
连夜帮助查找解决问题；辖区一家大型企业建新厂房、
变压器增容，他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帮助企业节省各项
费用 10多万元。

发放安全用电宣传资料、清理线路通道、夜巡查线
⋯⋯吴长浩带动身边的人共同奉献，实现人生价值，赢
得了当地百姓和政府的一致好评。朗霞街道办事处主
任陈岳阳说：“他是百姓认可的好党员。”

播洒爱心

吴长浩有扎实可靠的电气专业技能，他用本人的
微信号常年对外承接家庭线路义务维修工作，服务触
角也慢慢向公益活动延伸。

2014 年，吴长浩与丽水市松阳县的何梦欣三姐妹
一家结对，每年资助 3 人各 1000 元，并定期寄送衣物，
还抽空去松阳看望她们，鼓励她们克服困难、努力学
习。去年，当得知余姚黄家埠镇的吕思源父亲去世，与
奶奶相依为命后，他当即决定给予帮助，抽时间带孩子
逛公园、买衣服、赏花灯，成了名副其实的“代理爸
爸”。左邻右舍不禁感叹：见过做好事的，但是没见过
像他这样一心一意做好事的。

吴长浩组建的“大城小爱”公益微信群，目前成员
已发展到 143 人。来自各行各业的网友汇聚成一股爱
的力量，形成了全方位的公益帮扶矩阵模式，组织开展
了爱心接送农民工春节返乡、为环卫工人送温暖、关爱
农民工子弟等一系列爱心活动。他说：“群里的医生会
考虑受助者的健康问题，老师会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
企业主会关注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大家凑在一起能
量就大了。”

国家电网余姚供电公司朗霞服务站站长吴长浩

：

做百姓认可的好党员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马顶铃

吴长浩（右一）在余姚市黄家埠镇上塘村村民家中

检修线路。 （资料图片）

陈人海在翻阅资料。 （资料图片）

南昌市西湖路社区离退休党员带领社区

居民在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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