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谈到焦裕禄，他就像换了个人，双
目透出坚毅、执着的目光，全身好像充满
了力量。

走进他家的客厅，一张老照片格外显
眼。那是他年轻时和同学与焦裕禄家人的合
影。“累了、难了，看一会儿照片，就又鼓足了
劲。”他说，“焦裕禄精神是我的人生坐标”。

他叫阿布列林·阿不列孜，退休前是新
疆哈密地区法院法官，曾任原哈密市检察
院党组书记、法院院长。年轻时的一次兰考
行，让他与那片热土，与焦裕禄精神结缘。

追忆

金秋瓜乡，沐浴暖阳。9 月 14 日，《经
济日报》记者在洒满阳光的阿布列林的
家，面对面与他交谈，时光仿佛拉回到 48
年前。

读高中时，阿布列林从书报中知道兰
考有位焦裕禄。“那里是什么样子？他在群
众中怎么这样有威望？他究竟是一位怎样
的县委书记？”阿布列林在心中追问。1968
年，怀着崇敬的心情，17 岁的阿布列林和
同学来到兰考，拜谒英灵，寻找答案。

笔直的田埂，高大的泡桐⋯⋯阿布列
林且行且思。焦裕禄忍着肝病折磨，带领
当地群众战“三害”的壮举，让他的心灵受
到了震撼。他们来到焦裕禄烈士陵园，走
访了焦书记简陋的家，并拍摄了那张珍贵
的合影。

从天山脚下到黄河岸边，这次精神之
旅，影响了阿布列林一生。“从那以后，焦裕
禄这3个字就永远刻在了心里。”他说，“焦
裕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鼓舞我前行”。

风华正茂时，一声“号角”，阿布列林
来到条件堪比兰考的火箭农场当知青。他
把困难当成锻炼的机遇：天不亮就下地干
活，每天劳动超过 10 个小时；双手磨出了
水泡，就涂点药水接着干。后来，阿布列林
回城当了辛苦的翻砂工，被提拔为生产班
长、团支部书记。这期间，他“遇过坎、掉过
泪”，“实在挺不住，就想想焦裕禄”，一干
就是9年。

1979 年 12 月，表现优异的阿布列林
被调入检察院。他从零起步，边学边干。为
尽快适应新工作，阿布列林白天跟着老同
志办案；业余时间琢磨业务，经常夜读到
深夜，进步飞快。

焦裕禄精神是阿布列林的一面镜子。
面对说情者，他坚定地表明态度：“我只认
法律不认人。”与他共事多年的司马义·巴
图告诉记者，从没听说阿布列林办过“人
情案”，就连最亲近的人找他都会碰壁。

“我要像焦裕禄一样，认真做事、科学求
实。”工作中，阿布列林严谨细致，“一是
一，二是二，是非曲直必须分得清”。

阿布列林的一位亲属曾因涉嫌盗窃
被拘捕，案件移送到检察院，众亲友上门，
要阿布列林“把案子翻过来”。“我不能知
法犯法。”阿布列林回绝了他们，那个亲属
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当年，阿布列林在兰考看到焦裕禄的
爱人、孩子对老人孝敬有加，心底留下深
深的印记。“党员干部不仅要有好作风，还
要有好家风。”他回忆说，当时就认定一个
道理：好作风离不开好家风。

父母去世前，一直和阿布列林一起生
活。只要有空，他都会在家陪伴老人。父母
长年患病，阿布列林端茶喂饭，忙前忙后。
老同事牙合甫·司马义说，“孝敬老人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阿布列林以焦裕禄一
家为榜样，我们则以他为榜样”。

追星

“焦裕禄就是我心中的明星。”在焦裕
禄精神的激励下，阿布列林勤奋学习、勤
勉工作，不断超越自己。

令他自豪的是，“自己主抓的案子，都
办成了铁案”。原哈密市检察院有这样一
份统计：从1979年到1997年，阿布列林在
检察院工作期间，他所办理的案件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批捕、起诉正确
率均达到100%。

曾在检察院工作的帕提古丽·排祖拉
回忆，在审查一起案件中，起诉书上写着

“盗窃 1 只羊”。阿布列林质疑：到底是羊
羔、大羊还是种羊？当时，一只羊羔与大羊
价格差约700元，与种羊更是相差近2000
元。而价值不同，量刑也不一样。为此，阿布
列林专程去偏远的山区调查，弄清楚是 1
只羊羔，避免了在量刑上出现偏差。

阿布列林勤奋好学，57岁时还报名参
加电大学习，是班级年龄最大的学员。他
说，政法工作要体现公正、公道，不持续学
习增强理论水平，怎能做到这一点？无论
严寒、酷暑，阿布列林都坚持去听课；有
时，遇到极端天气，课堂只有他一名学生。

实际上，从参加工作起，阿布列林一
直没间断过学习。从书本上学，从实际工
作中学，并且特别注重调查研究。“吃别人
嚼过的馍没味道”。焦裕禄书记的作风他
时刻铭记，他常说：“同意批捕”四个字重
如山，调查取证必须扎扎实实，公正对待
每一名当事人。

他经常坐班车甚至徒步下乡，入户走
访，掌握第一手信息。在审查一起案件时，
他发现多处疑点，要求重新调查。结果新
的证据表明，受害人在案发时有自愿倾
向，由此避免了一起错案。

不仅在工作中，在对待亲情上，他也
向焦裕禄看齐。阿布列林一家 8 个兄弟姐
妹，他是长子。长兄如父，阿布列林要求弟
弟、妹妹努力上进，严于律己。

阿布列林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也都
在政法系统，恰巧都曾在他的手下工作。

“每次提拔，都没我们的份。”阿布列林担
任法院院长时，妹妹吾尔也提在最繁重的
民事审判庭，表现优异。然而，每次在讨论
晋级人员时，都被哥哥从候选名单中划掉
了。妹妹想不通，哥哥解释：“在现在的岗
位上锻炼也未必不是好事。”他提醒妹妹：

“焦书记从没为家人谋过私利，孩子看场
戏都要补票呢。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每
名党员都应牢记。”

阿布列林担任法院院长 5 年，妹妹一
直“原地踏步”。哥哥卸任院长职务后，吾尔
也提才被提拔。如今，她却十分感激哥哥，

“那几年虽然辛苦，但业务水平提高很快。
能成长为单位的骨干，离不开他的严格”。

追梦

“以焦裕禄精神为人生坐标”，是阿布
列林一生追逐的梦。“清白做官，干净做
事”则是这一梦想的底色。

福建之行，可窥斑见豹。故去的张土
玉曾任哈密市检察院检察长，老家在福
建。一次，阿布列林计划利用进修的机会，
去看望老领导的家人。他把这一打算告诉
同行的同事，并特别强调：路费不能报销。
同事被他的真情感动，均自掏路费，随他
完成了心愿。

其实，阿布列林并不富裕，对他来说，
赴福建的 1000 多元路费不是小数。当老
父亲提出想在老宅地上建平房时，他没能
力一次拿出全部建房费，就一点一点攒材
料，有钱就开工，没钱就停工，断断续续盖
了8年。

对于个人名利，阿布列林看得很淡。
2002年11月，因年龄原因，他不再担任领
导职务，调到地区法院任审判员。刑事审判
庭庭长帕提古丽·排祖拉曾在市检察院工
作，是阿布列林的老部下，却成了他的领导。

“一开始觉得挺别扭的，但老院长为
人厚道，各方面处理得非常好。”帕提古丽
说，“本来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地区法
院过渡一下，在工作上完全不用那么操
心。但他不这么看，每次接到案子，总是第
一时间开展工作，还经常加班加点”。

兰考是阿布列林的牵挂。48年前首次
兰考之行后，他多次计划再赴中原“追
梦”。2014年2月，哈密地委邀请焦裕禄的
女儿焦守云作报告，得知这一消息，阿布
列林激动不已，又翻出当年的照片，抚今
追昔⋯⋯

4 个月后，阿布列林随哈密先进模范
代表团赴河南，把翻拍、放大的那张老照
片交给焦家姐弟。再次来到焦裕禄烈士陵
园，当年的泡桐已长得高大挺拔，阿布列
林感慨万千。

“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己；学习
他，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焦裕禄墓碑
前，阿布列林眼含泪花，用维吾尔语唱起

《焦裕禄，毛主席的好学生》，歌声久久回荡。
退休后，阿布列林成为焦裕禄干部学

院特聘教授、新疆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哈密
市委党校特聘教授和哈密市关心下一代委
员会副主任，还被所在社区特聘为法律义
务宣传员，传播焦裕禄精神，讲解法律知
识。“学习焦裕禄精神不分岗位、不分年龄。
虽然退休了，但党员这个身份并不退休，有
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年近 65 岁的阿布
列林，依然走在追梦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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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精神是我的人生坐标”
——记新疆哈密退休政法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本报记者 乔文汇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
难而上、无私奉献”。48 年来，阿布列林
以焦裕禄精神为人生坐标，无论是在担任
领导职务期间，还是在退休以后的日常生
活中，他始终坚持学习、践行、传承焦裕禄
精神，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从阿布列林身上，我们看到了朴素的
公仆情怀。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事
业为重，经手的案子全部办成了“铁案”，
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出色的答卷。从阿
布列林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
老照片已经泛黄，信仰却从未遗忘。从 17
岁的花季少年到年近65岁的花甲老人，阿

布列林48年如一日，以焦裕禄精神领航人
生路，构筑起自己的精神高地，让焦裕禄
精神在哈密大地开花结果、发扬光大。

生命因信仰而崇高，信仰的力量铸
就辉煌。焦裕禄同志虽然离开我们 50 多
年了，但这远去的身影从未被岁月阻
隔。焦裕禄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是攻
坚克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源泉。每
位共产党员都应以阿布列林为榜样，做
焦裕禄精神的忠实学习者、践行者、传
承者，提升思想境界，锤炼实干作风，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信 仰 的 力 量
乔文汇

“我想当一名教师。”藏族学生巴吉卓
玛在教师节前夕写下了自己的梦想，他的
理由质朴而简单：“老师能给学生带来快
乐，也能跟着我们一起痛苦、忧伤。”

对于这样的梦想，9 年来 I Do 基金创
始人李厚霖听过很多，他记得曾经问一个
小姑娘：“长年住校，想爸爸妈妈时怎么
办？”“老师会帮我们，像亲人一样。”

在藏区，很多学生把对教师的真挚感
情化为梦想动力，老师于他们，是亲人，是
人生前行的目标。

高原教师，这一在祖国巅峰默默奉献
的群体，他们清贫、孤寂，急于把“外面的世
界”展示给学生。然而，长年的坚守，让很多
高原教师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年教师节前夕，普玛江唐完小女教师
嘎玛德庆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去成
都参加由I Do基金提供的“高原教师培训
计划”，接受“青基会”专业化教学培训。

“高原教师培训计划”由中华慈善总会
I Do基金与中国青基会联合主办。其中，中
华慈善总会I Do基金是一个长期救助弱势
儿童群体的非营利性慈善组织，2008年由
HIERSUN（恒信）钻石机构出资与中华慈
善总会共同创立。同年，一封手工油墨纸打
印的信，正式开启了I Do基金创始人李厚
霖的慈善人生。信中描述了西藏阿里地区
措勤县完全小学的孩子们求学的愿望。在
核实属实后，I Do基金迅速成立了“慈善爱
心西藏行”小组，在李厚霖的带领下，带着
捐助物资，奔赴西藏阿里。

截至今年 9 月，I Do 基金与这片土地
的慈善情缘已达9年，先后斥资数千万元，
行程 10 万公里，对 2.6 万名儿童实施了助
学、医疗、心理成长等方面的帮助。

9年的西藏公益行让李厚霖明白，公益
慈善活动也要“因地制宜”。藏区孩子因语
言不通，内地捐献的很多书籍无法阅读。于

是，I Do 基金“2016 年爱心西藏行”团队，
特别走访了数十所学校及藏区专家，并联
合多地藏文出版社，精心为孩子们挑选了
诸多藏语以及带汉语拼音的书籍。他们还
在贫瘠的高原上，为中国海拔最高小学普
玛江唐完小建立了“公益图书馆”，帮助孩
子们打开视野看世界。

与此同时，I Do 基金还把善心投向了
高原教师群体。李厚霖发现，藏区教师承载
着更多重任，藏区帮扶首先应该改变高原
教师的命运。由此，嘎玛德庆成为“高原教
师培训计划”首批成员之一。这位出生于
1994年的女孩，刚毕业就到了这所海拔最
高的小学工作。“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拉萨，
以后还是想有更多的机会看看外面的世
界。”嘎玛德庆兴奋地说。

同样位于高原牧区的措勤中学校长对
此深有体会。他表示，高原教师在相当长时
间里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群体：有些老师到

阿里教书后，十几年没去过内地；更多从西
藏毕业的老师，压根不知道内地什么样。因
而，让藏区老师来内地培训深造，有助于他
们迅速打开视野。“学校根基在老师，他们
是孩子的领路人。”措勤中学校长表示。

今年是44岁的索朗次仁老师任教的第
25 个年头，他把全部的青春都投入到高原
牧区的教育事业上，而作为代课老师，每月
收入只有 1200 元。“能让孩子们多学到些
知识就好，我能坚持。”这是索朗次仁老师
的心声。今年，爱心西藏行I Do基金为高原
老师特别颁发了一份教师津贴，希望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高原教师的坚持更有
价值。

“高原教师需要更多人的理解和尊
重。”李厚霖说，I Do基金将会坚持加大对
高原教师的帮助。在他看来，做慈善的最高
境界是“做梦想的推动者”——帮助更多人
实现梦想，让梦想之光照在雪域高原之上。

I Do基金创始人李厚霖：

高原助学 九年不辍
本报记者 许红洲

陈德芬是全国铁路唯一
的女通风工。她的工作就是：
当隧道内瓦斯含量超标时，
打开风机人为排风，让隧道

“呼吸”，保障列车安全运行。
在看不见列车，更看不到旅
客的主通风机房里，她一干
就是19年，共保障30多万趟
列车安全通过。

751级石阶的坚守

南昆铁路沿线地质复
杂，自然灾害频发。昆明铁路
局曲靖工务段通风工陈德芬
的岗位，就是专门针对隧道
内瓦斯突出的问题而设立
的。她负责排风的家竹箐隧
道，位于南昆铁路的鲁番站
与上西铺站之间，全长 4975
米，是全国铁路瓦斯含量最
高的隧道。

当空气中的瓦斯浓度在
5%至 16%时，如遇明火，即
可引起爆炸。因此，家竹箐隧
道也被称为“全国铁路第一
险洞”，陈德芬让隧道“呼吸”
的工作十分重要。

为确保隧道的安全畅
通，昆明铁路局在贵州省红
果县设置了瓦斯监控中心，
每天 24 小时不间断对隧道
内溢出的瓦斯浓度实施监
控，当浓度超过安全值时，位
于隧道顶上风机房的通风工
就打开风机通风，让列车安
全通行。家竹箐隧道主风机房共有3名通风工，他们
每人每月在这里连续工作10天，被称为“让隧道‘呼
吸’的守护者”。

1997 年，作为家竹箐隧道的养护者，陈德芬成
为家竹箐隧道主风机房的通风工。

连接隧道和主风机房的斜井，是一条三四十公
分宽的小路，由 751 级石阶组成。斜井里漆黑一片，
小路又窄又陡，陈德芬每次上班，都要背着竹篓走漆
黑的斜井，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走累了，陈德芬就
在旁边的避风洞坐着歇一会儿，“我一口气走不上去
的，要歇两三次”。

家竹箐隧道的瓦斯通风机房藏在隧道上方无人
知晓的大山深处，是一个看不见铁路，更看不到途经
旅客的岗位，却关系着千万旅客的生命安全。

一部电话机守了19年

作为通风工，陈德芬必须成天坐在电话机旁。这
台陪伴了她19年的陈旧的直通式电话机，随时都会
响起：一般是瓦斯监控中心打来电话，发布通风指
令。陈德芬说，家竹箐隧道通风的时间并不固定，因
而，每天上班时心里都悬着，就连夜里也要随时准备
接听电话。

根据陈德芬的经验，一次通风过后的一两个小
时之内，一般不会马上有第二次通风作业。不过，她
要利用这个空当，抓紧时间办一件重要的事：到山上
去背生活用水。

背水的路，陈德芬走了十几年，最近的取水点也
要走 2 公里左右，往返一次需要 40 分钟。崎岖的山
路，再加上 20 斤的负重，陈德芬每一步都走得很艰
难。陈德芬背水摔过跤，她说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
脚。走累了，她就放下背篓，在路边歇一会儿。

陈德芬说，年轻时丈夫也在这里上班，夫妻相伴
不觉得累。但不幸的是，2年前丈夫去世。

让30多万趟列车安全通过

由于随时要接听电话，陈德芬的活动空间就只
有通风机房外的十几米远。闲不住的陈德芬开辟了
一小块菜园，想尽办法让自己孤独的日子忙碌充实
起来。院子里的果树、竹子和花，都是陈德芬刚工作
时亲手栽种的。十几年过去了，曾经的小树苗已经长
得枝繁叶茂。一个人闷得慌时，陈德芬就会坐在门口
默默地看着自己种的树，和身边的狗儿说说话。

在这座大山里的通风机房，陈德芬年复一年孤
独地守候在电话机旁，看着窗外山上的树林，由小变
大，由绿变黄，再由黄变绿。

“我们变老了，它们变青了，也长高了。”陈德芬
说这话时显得有些伤感。

参加工作时，陈德芬才28岁，如今，岁月的光华
已经染白她的双鬓。19 年的光阴，在日复一日的坚
守中定格，陈德芬觉得干这份工作很有成就感。

现在，每天有 50 趟列车从家竹箐隧道通过。在
陈德芬和同事们的守护下，家竹箐隧道自建成通车
以来，已安全通过列车 30 多万趟。尽管每天一趟趟
列车飞驰而过，但在陈德芬的脑海中，旅客的形象是
模糊的。不过，每次想到列车上的旅客，陈德芬却能
清晰地感到，他们是一份割舍不下的牵挂。

陈德芬说：“干一行爱一行，既然我选择了通风
工，我就得爱这个工作岗位，把它干好。”

如果不是走进大山，真的很难想象，在人们坐着
火车轻松穿越崇山峻岭，穿过幽深的隧道时，有这样
一个人一直在为隧道通风，而且坚守了19年。

陈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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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芬接到需进行排风的电话。 张伟明摄

◀ 1968 年阿布列
林和同学与焦裕禄家人
的合影，被他摆放在家
中最显眼的地方。

▼ 阿布列林在介
绍 2014 年 9 月他赴京参
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时
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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