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只有初中文化，却通
过业余自学业务知识，很快
掌握了各种型号电力机车的
操纵方法和原理，并总结提
炼出“长大坡道操纵法”，现
已成为指导机车司机安全行
车的“宝典”。

从事铁路机车乘务工作
31 年来，他先后驾驶韶山 1
型、3 型、7C 型、9 型，和谐
D1D 型、D3 型、D3C 型，用不
懈努力创下安全行车 5000
趟、防止各类事故 490 余起、
安全运送旅客 2000 余万人
次的佳绩。

他就是武汉铁路局襄阳
机务段电力机车司机张祖刚。

11 月 26 日 9 时 50 分，
K8068 次列车正点停靠襄
阳火车站。看似一趟普通的
值乘，却诞生了该局安全行
车“百安赛”的一项新纪录：
襄阳机务段机车司机张祖刚
成功跨越安全行车 5000 趟
大关，相当于 180 万公里，绕
地球行驶 45 圈，成为该局
7000 余名火车司机中打破
此项纪录的第一人。

机车司机“百安赛”即百
趟安全正点竞赛的简称，是
中国铁路总公司于 1993 年
起，在机车司机队伍中推行
的一项荣誉性考核指标。机
车司机每安全牵引一趟列
车，即按值乘列车类别和走行里程，以一定趟系数累
计到个人安全行车成绩中。但是，一旦发生行车问
题，即便是一次微小的失误，都可能使安全行车成绩
核减甚至清零。因此，“百安赛”成绩一直被看成是
机车司机岗位荣誉的最有力象征。

骄人成绩得之不易，工作艰辛不为人知。31 年
来，张祖刚每次出乘，铁定提前半个小时到单位，认真
学习一遍行车规章，预想操作要领，听取调度员交代
注意事项；根据天气和线路情况、机车和人员情况开
好出乘小组会；细致检查每一个机车部件状况，坚持
做到多敲一锤、多看一眼，杜绝机车带病出库。

“库内检查是细活，直接决定着机车上线运行安
全与否，丝毫不能马虎，严把第一道关，才能一路平
安。”他常对身边的同事说。同样的，他在值乘中从
不简化作业，而是盯紧每一架信号，撂好每一把闸，
就连手比姿势、值乘坐姿也严格要求不走样。

今年春运的一天，张祖刚驾驶 1215 次旅客列车
高速运行至白河县站附近。突然间，“站内上车旅客太
多”的警报从机车电台传来。他立即降低运行速度，并
提醒搭班同事加强瞭望。列车进站后，张祖刚发现，列
车即将通过的 2道正线上，正簇拥着大量旅客攀挤 3
道的临客。见此情景，他毫不犹豫地将闸把挪向“紧急
制动”位，伴着刺耳的停车声，1215 次列车终于在人
群前停下。由于成功预防了这起重大路外伤亡事故，
张祖刚机班受到了上级部门的通报表彰。

“我最想对我的妻子说声谢谢，是她默默无闻地
用青春和汗水实现了我们全家共同的安全梦⋯⋯”
这是每次获得殊荣时，张祖刚最先说的话。妻子杨
琴为了让张祖刚不为老人赡养担心，不为女儿教育
操心，不为家务琐事分心，主动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先后将小家从谷城搬到六里坪再迁至襄阳。为督促
张祖刚严格执行“走车前好好休息”的家规，她居然
当着众多街邻的面，把张祖刚从棋桌上“赶”了下来；
也是她，在母亲生病直到去世的日子里，一人往返于
医院和家中，独自承担了照料母亲和照顾两个孩子
的重担，没让丈夫请过一天假。

每次行车前，杨琴总要叮嘱张祖刚保证安全，同
时还定了“家规”：只要他准备走车前在家休息，全家
人都必须轻手轻脚；只要他退乘回家不高兴，就必须
马上召开“家庭分析会”，决不能让他带着情绪出乘。

风雨兼程31载，张祖刚紧握手中千斤重的闸把，
营造出和谐、安全的工作环境，既为大家，也为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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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 。 这 句 话 用 来 形 容 乔 书 领 ，也 不 为
过。多年来，他带领中乔大三农集团把
富硒产业和旅游观光巧妙结合，成功助
力多地贫困农村脱贫致富；他因地制宜，
运用科学技术，以生态、养生、健康为主
题，开发出富硒粮、富硒菜等系列富硒有
机食品，在鼓起农民钱袋子的同时，也让
老百姓吃上放心粮、放心菜⋯⋯

身为一名企业家，草根出身的乔书领
不忘社会责任，扶贫济困、救助孤寡、捐资
助学、修路筑桥，为社会不断传播正能量。

助力精准扶贫

2010 年，为助力“三农”，事业有成的
乔书领成立了中乔大三农智慧农业（北京）
有限公司。看到富含硒的有机食品日益受
到人们的青睐，乔书领瞄准这一领域，大力
发展富硒产业，注册的品牌“硒硒皇后”还
在今年被评为中国农业十大品牌。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预防
癌症、心血管等疾病，抗衰老及增强人体
免疫力方面，均具有显著作用。为用富
硒产品带动老百姓精准脱贫，中乔大三
农与中国农业大学达成了长期战略合
作，购买了 2 项富硒技术专利，大力开发
富硒功能食品；并以流转土地或公司加
农户的合作方式，在红旗渠沿线区域推

广种植富硒粮食、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乔书领

还把公司技术无偿送给农民们，并免费
提供种子和专用富硒肥料，聘请专业技
术人员指导操作。待作物成熟后，中乔
大三农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将产品全
部回收，避免农民承担任何风险。种植
区的农民由此增加了至少 3 项收入，成功
脱贫致富。

乔书领还在河南林州建成了富硒产
业园，引进先进设备和工艺，进行农产品
深加工，打造出富硒 1、2、3 系列产品。不
仅成功带动当地群众致富，还为社会提
供了更加精美、营养的放心系列食品。

为带动更多农民致富，中乔大三农
还聘请上海交大等专业设计团队，精心
设计红旗渠国家农业智慧公园的景点，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景区当地村民
可得到房宅使用费、旅游收入分红、劳务
工资等多项收入。目前，他们已开发建
设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长治抗日民主
政府旧址村西火村、红旗渠源头崔家庄
村等一系列风光优美的景点。

为传播我国的农耕文明，乔书领还在
产业园区内建设了农业博物馆。“我们将
会把在红旗渠沿线取得的成功经验，覆盖
到整个太行经济区”。提起未来目标，乔书
领信心满满，“我们这种创新的精准扶贫

模式不但起到了理想效果，还融入了人文
情怀，无论是在生态农业、旅游发展还是
文化传承上，都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续写红旗渠精神

提起乔书领和中乔大三农，红旗渠
这个地方是不得不提的。乔书领已经成
为“红旗渠精神”的代言人。乔书领曾
说，“这个社会太需要正气、正义、正能
量，而弘扬‘红旗渠精神’正是扬正气、树
新风、促和谐、造福万众的表现”。

多年来，在红旗渠精神的指引下，乔
书领带领中乔大三农集团不断奉献爱
心：不论是在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等自然
灾害中，还是在扶贫济困、救助孤寡、捐
资助学中，他们都积极伸出援手，累计捐
款捐物达千万元。

因突出贡献和社会影响力、行业公

信力，乔书领先后荣获中国第四届十大
杰出青年农民、全国花木行业十佳企业
家、全国青年科技示范标兵、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百佳红旗人物、中国城市园林建
设贡献人物等褒奖。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
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深深影响着乔
书领的创业道路。他深知，红旗渠精神
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绝对不能丢。

“我们应该高举红旗渠这杆旗，为美丽中
国，为中国梦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我
们传承红旗渠精神，首先要传承愚公移
山精神，改造自己的灵魂，再造一个新时
代的红旗渠！”乔书领说。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从一介农民
到如今身价过亿的企业家，乔书领不忘
初心，身上特有的质朴、坦诚、勤谨、耐受
品质从未改变。

乔书领乔书领：：做做““红旗渠精神红旗渠精神””传人传人
本报记者 冯举高 通讯员 李艳菊

“孩子，生病要是能替，俺这把老骨头
就替你，让你健健康康地领着全村人过好
日子。”说话的是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大陡
山村 90 岁的老人赵玉珍。有一年，听说
村支书苏庆亮病了，赵奶奶用手绢包上几
块饼干，颤巍巍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
苏庆亮家中看望。然而，打赢了一场场扶
贫攻坚战的苏庆亮，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今年 7 月 24 日下午，他突发心肌梗塞不幸
去世。带着对大陡山深深的眷恋，带着对
父母妻儿太多的愧歉，他匆匆地走了，将
生命定格在 46岁。

三回大陡山

1994 年，24 岁的苏庆亮已是天平乡
党政办副主任兼团委副书记，是公认的好
苗子。这年，他服从组织安排，回到家乡
大陡山村主持工作。曾当过生产队长的
父亲一听说这个消息，火冒三丈：“你好不
容易跳出农村，为什么放下乡里的安稳工
作，来捅大陡山这个马蜂窝？”

“大陡山，穷乱差，不长庄稼产蚂蚱，
书记 3 年换了俩。”上世纪 90 年代，大陡山
在当地是远近闻名的落后村，不仅各项工
作年年垫底，全村还背着 50 多万元的外
债，是块烫手的山芋。“大陡山是我们的故
土，连我们都嫌弃，它怎么会有出头之
日？”最终，苏庆亮还是毅然作出决定，回
大陡山。

“这回来了个嘴上没毛的！”苏庆亮刚
一踏上大陡山，村里就有人说起了风凉
话。面对村民的疑虑，苏庆亮当众立下誓
言：就是豁上一条命，也要把这个穷陡山、
荒陡山，变成美丽的金陡山、绿陡山！

2001 年，苏庆亮决定因地制宜发展
苗圃产业。召开群众代表会时，多数群众
对此投了反对票：“万一干赔了可咋办？”
苏庆亮当场承诺：“我们 13 名党员和干部
集资 13 万元，先发展 10 亩，赔了我个人承
担，赚了归集体！”最终，这 10 亩苗圃当年
就为村集体盈利 5 万元，群众心服口服。
走过七八年弯路，苏庆亮终于摸到让大陡
山脱贫的门道，他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大陡山富了起来。为了这个誓言，他几乎
没睡过安稳觉，也没吃过正点饭。

2009 年，作为村支书的苏庆亮面临
人生一道选择题：山东省面向全省村干部
招考乡镇公务员，苏庆亮以优异成绩被录
取，正式成为国家在编公务员。可就在他
履职的短短几个月，村里一些老党员、老
干部，一拨拨到他家，极力劝他留下来，继
续领着大家往前奔。村里一些老党员和
村民代表还集体到街道办事处请愿，请求
一定让他们的好书记苏庆亮回来。

当时，苏庆亮心里非常纠结，一边是
令人翘首企盼的国家公务员职位，一边是
撒下他青春和汗水的大陡山：茶园正在扩
大规模，刚注册的泰山极顶茶迫切需要打
开销路⋯⋯这时自己离开，势必影响村里
的发展。思虑再三，苏庆亮最终向区里、
街道申请，继续留在村里带领群众发展。

2011 年，乡镇换届，苏庆亮因工作突
出，被选拔为天平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然
而，这一次，他又作出令家人意想不到的
选择：主动向组织提出继续留村任职。闻
听消息的老父亲又来“兴师问罪”，他平静

地向老人解释道，“我也想离开支部书记
这个岗位，最起码能睡囫囵觉。但看到咱
村的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群众又这
么信任我，这个时候当逃兵，就愧对党员
这个身份”。

“亿元村”的“穷书记”

在苏庆亮的苦心经营下，大陡山村建
成了 460 亩绿化苗木基地和 600 多亩有
机茶园，注册了“泰山极顶茶”商标，荒陡
山变成了花果山，成了村民脱贫的“绿色
银行”。如今，大陡山的年经营性收入突
破 500 万元，其中，茶厂收入占了一半以
上。同时，他还带领村民走“依托山水生
态，借助泰山品牌，打造泰山脚下民俗生
态休闲第一村”的路子，旅游中心、拓展培
训中心等项目纷纷上马，大陡山人吃上了

“旅游饭”，村集体资产达到 1 亿元。昔日
的荒山穷村一跃变成了山东省旅游特色
村和全国文明村，村民年人均收入也从最
初的不足 1000元达到现在的 1.4万元。

伴随“泰山极顶茶”的声名远播，人们
发现，苏庆亮把自己端了三十几年的茶杯
放下了。曾与苏庆亮共事多年的天平街
道纪工委书记程丽华了解苏庆亮的心思，

“庆亮书记平时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中的
一大爱好就是喝茶。但他是个原则性非
常强的人，怕别人在背后说他占公家便

宜，自打村里有了茶园，他硬是把茶瘾给
戒掉了”。

“要让群众信任咱、跟着咱走，自己先
得行得正。”苏庆亮生前常把这句话挂在
嘴边。当了 21 年村支书，苏庆亮工作上
对得起村里每位乡亲，但总觉得亏欠家人
太多。富起来的大陡山老百姓搬到了村
里盖的二层小楼里，本来也有分房资格的
苏庆亮，却依然带着妻子和儿女挤在爹妈
的旧房子里。妻子孟广琴经常数落苏庆
亮：自从嫁到这个家，就没有装修过，家里
也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1999 年，京福高速公路服务区落户
大陡山村境内，服务区需要一名门卫，有
人推荐苏庆亮的父亲上了班。苏庆亮知
道后，硬是把这份工作让给了一个贫困
户。为此，爷俩闹翻了脸。父亲质问：“咱
村到服务区上班的这么多人，我也是村
民，你凭啥不让我去？”“就凭您是支部书
记的爹！”苏庆亮背对着父亲回答道。

大陡山村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苏
庆亮的身体却慢慢垮了下来。长期超负
荷的工作，让苏庆亮身体严重透支，接连
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神经性耳聋，左耳
听力几近丧失。

生命最后的142天

今年 3 月初，泰安市岱岳区成立扶

贫办，为将大陡山村脱贫致富的经验推
广到全区，苏庆亮被任命为区扶贫办任
副主任。不曾想，在区扶贫办工作的 142
天，竟成了苏庆亮生命最后的时光。

岱岳区面积 1750 平方公里，呈“U”形
环围着巍巍泰山，山地、丘陵占了三分之
二，而全区 17 个乡镇街道的 82 个贫困村
大多分布在山区。为尽快掌握全区扶贫
工作的第一手资料，仅用 40 多天，苏庆亮
就跑遍了这 82 个村，行程达 5000 多公
里，写出了 1 万多字的调研报告，绘制了
详细明确的扶贫地图，确立了 15 处精准
扶贫示范基地，为打赢全区脱贫攻坚战奠
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 100 多天的时间里，他将全部
精力用在了对症施策、精准扶贫上。良庄
镇高胡村盛产大樱桃，却卖不出好价钱。
在苏庆亮的帮扶下，大樱桃搭上电商快
车，每斤比过去多卖两三块钱，让高胡村
一下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今年村集体收入
超过 40万元。

省级贫困村夏张镇任家小庄有 1/3
的人口是贫困户，苏庆亮毫无保留地将
大陡山村的种茶招数传授给了当地；利
用分配到村的扶贫资金帮助村里建起茶
园 200 亩 ， 搭 建 冬 暖 式 采 光 温 室 42
个，茶园年收入有望达到 300 万元。在
苏庆亮的帮助下，全区 82 个贫困村一村
一策、一户一招，都找到了脱贫致富的

“方子”。
马不停蹄的工作状态使苏庆亮的病

情雪上加霜。他随身带着药片，实在撑
不住了才到医院住上几天。按照医嘱，
苏庆亮生命的最后一周，原本是出院后
在家静养的，可出院后第二天，他就返
回工作岗位。他放不下正在推进的扶贫
项目，天天用电话调度工作情况，还编
发了扶贫工作简报和“岱岳脱贫攻坚”
公众号微信信息，筹备了全区扶贫干部
培训班。

大陡山的儿子，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现在，他协调援建的省级贫困村二王安村
光伏项目已经并网发电，他一手打造的 64
个农村电商服务站已投入运营，他跟进的
101 个扶贫产业项目已经启动，全区金融
扶贫、社会扶贫、健康扶贫工作都取得了
显著成果。到今年底，岱岳区 32 个贫困
村 可 望 脱 贫 ，剩 下 的 50 个 贫 困 村 将 在
2017年实现全部脱贫。

青翠葱茏的大陡山，环绕山间的片
片茶园，都在向人们诉说着一位好支书
的故事，时刻提醒着：其实他不曾离
开。曾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脱
贫攻坚奖的苏庆亮用短暂而忙碌的一
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信仰本色，
谱写了扎根扶贫一线的动人篇章。前不
久，山东省委宣传部追授苏庆亮“齐鲁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大 陡 山 的 硬 汉 子
——追记山东泰安市岱岳区扶贫办原副主任、大陡山村原党支部书记苏庆亮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佟德柱

▲ 苏庆亮（右二）

在村小广场与党员群

众交流。 （资料图片）
◀ 苏庆亮（右）在

村办茶厂与大家一起

工作。 （资料图片）
▼ 图为大陡山茶

园。 （资料图片）

图为当年林县杨贵书记将象征“红旗渠”精神的大旗传给乔书领（右）。

（资料图片）

安全闸把千斤重—
—

记武铁襄阳机务段电力机车司机张祖刚

本报记者

郑明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核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249B11100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
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 03月 20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大街 6 号卓著中
心地下一层 B102、B103、一层 101 单元、十六
层 S1610单元、十七层、十八层 1800、1802C、
1803、1805-1808单元及 S1810单元
邮编：100032
电话：（8610）59376000
传真：（8610）59376002
金融许可证流水号：00386498
发证日期：2013年 06月 09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