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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立 信 仰 高 地
——追记北京卫戍区某干休所离休干部周智夫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张圣涛

慕名前去采访离休干部周智夫却
没有见到面，看到的是一张沉甸甸的
党费收据：周智夫同志自愿一次多交
党费计 12 万元。这是他临终前的最
后一个愿望，他用朴实的行动践行了
一名老党员、老革命铁心向党、一心为
党、终身许党的信仰追求。

听着他朝夕相处的家人、战友和
干休所领导的讲述，品读他跨越94年
岁月长河的平凡人生，记者一步步走
近这位老党员、老革命的精神世界。

一生一世报党恩

了解周智夫的人都知道，他左肩
窝里有一个弹孔，右肋处有一道长10
厘米的伤疤，触目惊心。二女儿周卫
平说：“这是战争留在父亲身上的永久
记忆。”

1946 年 4 月份，周智夫是新四
军淮北七分区独立四团二营四连支部
书记。在安徽濠城外阻击国民党军队
抢粮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作战勇
猛顽强。一颗子弹射中他左肩窝，贯
通右肺，穿出体外，留下一处永远的
疤痕。

每次被问及这道伤疤的来历，周
智夫总是这样回答：“能为人民流血，
是一生的光荣。”在险恶的战争环境
中，党组织始终没有放弃重伤的周智
夫，抬着他，冒着枪林弹雨突破道道封
锁线，先后 7 次辗转治疗。尽管他的
右肺被切除近三分之二，右侧第六根
肋骨被摘除，落下三等甲级伤残，但总
算是保住了性命。

感恩在心、永志不忘。周智夫把
感恩作为人生的信条和价值的追求，
决心一生一世报党恩。晚年的周智夫
百病缠身，胃下垂、冠心病、双耳听力
下降……加上身患骨质疏松多年，站
立稍久、走路略急、用力微猛就会骨
折，2016 年以来，一年中有七八个月
只能躺在床上静养治疗。他深感自己
时日不多，迫切要完成一件大事。

“我要交党费。”去年 7 月份的一
天，周智夫把一直照顾自己饮食起居
的二女儿周卫平叫到病床边，郑重地
说。女儿很诧异：“爸，您不是一直在
交吗？”“我想交一次特别的党费。”周
智夫坚定地说。

2017 年 11 月 1 日，这个全家人
都支持的决定，写进了周智夫的补充
遗嘱，“向党交党费拾贰万元，这个
钱由健在的老伴负责支付”。然而，
由于赶上干休所转隶调整、周老经常
生病住院、儿女们忙于照顾和处理各
自家务，这笔党费一直没找到机会交
给组织。

因严重肺部感染住进重症监护室
的周智夫，从昏迷中醒来就问二女儿
周卫平：“我的事办了吗？”透过期盼的
目光，二女儿读懂了父亲发自内心的
夙愿。2018年1月18日，二女儿周卫
平、三女儿周卫华代表父亲，与部队领
导一起把 12 万元党费郑重交到中共
中央组织部。

相交 50 多年的战友们听说了这
件事，对周智夫充满敬意：老周一辈子
省吃俭用，家里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却做了这样的大事，了不起！

活到老学到老

走进周智夫的卧室，映入眼帘的

是窗台上的书籍、报纸、杂志，几页信
纸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学习笔记，床
头柜上还有一个放大镜。“放大镜、助
听器、笔记本是老周学习的‘三件
宝’。”老伴娄淑珍说，为了收听广播、
上课学习，他专门花 1 万多元配了助
听器。每次干休所的通播系统一响，
他总会示意家人安静下来，把手拢在
耳边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周智夫心中，党的创新理论是
真理，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无
论是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辗转南北
的工作生涯，还是离休至今的 30 多
年，他始终热爱学习，抓紧一切时间读
书看报、研读理论。

二女儿周卫平告诉记者，上世纪
六十年代末，他父亲还作为第二炮兵
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到北京
开会，受到了毛主席亲切接见。“部队
和老百姓敲锣打鼓，我站在人群里，看
见父亲戴着大红花，心想父亲真厉
害！”父亲回到云南时的情景，让周卫
平至今记忆犹新。

活到老、学到老。晚年的周智夫
骨质疏松愈发严重，但身体上的病痛
没有阻挡他学习的热忱：“我虽然走不
动了，但还渴望去听听党的声音，学学
党的精神，受受党的教育。”曾任支部
书记的离休干部王清文印象深刻：“周
老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仍然坚持让家
人推着轮椅送他到学习室。”

2016 年 5 月份的一天，参加“两
学一做”集中学习教育党课辅导，周智
夫像往常一样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课，
只是身体比以前佝偻得更低。“周老，

已经下课了，我送您回去吧。”辅导结
束后，干休所政委姜东军发现周智夫
并未离开，便走上前关切地问。“姜政
委，我感觉身体越来越支撑不住了，这
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党课教育。”周
智夫吃力地说，“今天特地向你请假。”

“一个老同志，身患重病还坚持听课，
身体实在撑不住了才请假。”姜政委被
这位老党员的至纯党性深深感动。

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周智夫的新家，满目皆是简单朴
素的陈设，用了几十年的沙发、钢管床
等老旧家具，就连50年代的牙缸、饭
盒、勺子都舍不得扔。

刚到北京时，他们一家 4 口人和
另一家挤在一个两居室里，一住就是
10年。但周智夫从未发过牢骚，也没
有影响过工作热情。即便离休后，周
智夫也从未向组织张过口、伸过手，对
自身要求有“三个不超标”，即住房、用
药、用车不超标。离休多年，他一直住
着 90 平方米的公寓房，直到 2008 年
才搬入102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随着职务的提升，周智夫给自己定
下了为组织多着想、多分忧、多添彩，对
组织少提要求、少讲条件、少添麻烦的

“三多三少”原则。即使对待家人，也从
不破例。二女儿周卫平乖巧伶俐，周智
夫对她疼爱有加。初中毕业时，周卫平
看到不少同学都参了军，也想让时任军
管会副主任的父亲安排自己当兵。

“组织把我放到这个位置上，是要
我多作贡献，而不是为自己办私事。”

没想到父亲不愿说情，还让女儿下乡
插队。插队 2 年多，满以为父亲会帮
自己安排个好归宿，希望却再次成为
泡影。最后，周卫平自己在海淀区百
货公司找了份工作。

“我们姊妹 5 个都没沾过父亲的
光！”周卫平说。2012年暑假，周智夫
的大孙女带着孩子来北京看望他，期
间小孩感冒发烧急需到医院治疗，孙
女背着爷爷向所里要了车。周智夫知
道后非常生气：“我们家从没因私事用
过公车，以后不能这样子，否则就别再
来了！”

迟暮之年，周智夫落实待遇标准
更加严格。他近年的医药费统筹年标
准是 2.8 万元，但每年实际药费连一
半都没用到。他常说：“待遇是组织给
的，有标准也要省着用。”

2014年7月份，周智夫骨质疏松
病情加重，接连发生两次压缩性腰椎
骨折。按照医嘱，卫生所购买了两种
进口药。见药品的外包装跟以前的不
一样，周智夫认真询问究竟，得知“这
是治疗用药，符合规定”，才放心使用。

周智夫和大女儿周雪文都患有心
脏病，随身备用速效救心丸。每次大
女儿从重庆来北京看望他，他都让女
儿在药瓶上贴上名签，以防混用。周
智夫说，我的药是公费保障的，可不能

“一人公费医疗，全家免费吃药”。
二女儿周卫平说，小时候看到别

家从部队借公差，帮助做家务，但自己
却要和父亲一起打煤球、劈柴火，当时
不太理解，觉得父亲很无能。“现在看
来，父亲真的很伟大！”

传承的力量
周智夫同志是坚守初心、永葆本

色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他
不忘初心、坚守信仰、铁心向党的优
秀品格，充分体现了一名老党员对党
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他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党员干部应该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责任担当、品
行操守投身到新时代强国强军的伟
大实践中。

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
“钙”。周智夫同志入党 75 年来，始
终牢记入党和从军初心，始终坚守共
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始终紧跟党的创
新理论步伐，一片丹心跟党走，一生
一世报党恩，彰显了老党员不忘革命

初心、永葆政治本色的精神风范。
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的庄严承

诺。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的优秀品
格，既是政治标准，更是实践标准。
周智夫同志投身革命 70 多年来，经
历 10 余次部队整编、20 余次岗位变
动，坚持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对
党始终襟怀坦白、表里如一，展现了
一名老党员投身革命即为家、党叫干
啥就干啥的政治品格。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革命本
色。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
是奋斗出来的。周智夫戎马一生，工
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生活朴素朴
实、简单简约，真正立起了老同志敬

业奉献、克勤克俭的光辉榜样。
我们要学习周智夫，就要像他那

样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终生课题，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共产主义的信
仰。始终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
党尽职作为政治担当，无论时代条件
如何发展、社会环境如何变化，都要
确保勤奋敬业、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
不丢、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不变。

典型引领方向，榜样凝聚力量。
让我们传承老一代共产党人的优良
作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奋进新
时代的征程中永不迷失、永不止步。

“我们是医生，只是换个场合救人”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佳

4月19日，在河南沈丘县河北总
干渠，一名青年男子不慎落水。情况
危急，三名医生没有犹豫，直接跳入渠
中，将男子救起。一句“那是一条命
啊！赶上了，就应该救”，让人动容。

这一天，对沈丘县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欧阳剑、副书记范磊、护士长贾秀
英来说很平常，只是换了个场合救人；
但对被救者孙如意而言，被救，则意味
着重生……

当天下午 4 时许，在干渠附近做
生意的孙如意，来到渠堤散步。边走
便打电话的他，一个没留意，绊了一
跤，这一绊不要紧，整个人栽进渠中。

“不会游泳，附近没人，也求救不
得。”孙如意说，当时自己很绝望。

在水中扑腾了好一会，孙如意体
力透支，人也在逐渐下沉。意识模糊
间，他突然感觉有人托住自己，往岸边
推去。

“说是绝处逢生，一点不为过。”孙
如意坦言，这个人，用手托起了自己生
的希望。

孙如意说的这个人，正是护士
长贾秀英。当时，她和欧阳剑、范
磊等一行几人刚参加完集体活动，
正驱车返回。当几人透过车窗看向
干渠时，水里的黑影引起了他们的
注意。

“人一直在扑腾，不像是在游泳！”
欧阳剑意识到，这人十有八九落水了。

“赶快停车，下去救人！”欧阳剑喊
了一声，众人快速下车，朝渠边跑去。

干渠南侧有栅栏挡着，欧阳剑、范
磊朝只能朝北侧跑去。看到落水男子
在水中沉沉浮浮，喝了不少水，贾秀英

一时心急，直接从南侧翻过栅栏，跳入
渠中。

贾秀英快速朝孙如意游去。不一
会儿，欧阳剑、范磊也从北侧跳入渠
中。“只顾着救人，根本没想这渠里水
有多深。”贾秀英说，当时她试着踩了
下水，够不到底，心里暗想：不管了，先
去救人。

因为离得近，贾秀英率先游到孙
如意身旁，想着北侧有人接应，她一手
托起孙如意，一手奋力朝干渠北侧划
去。在离岸边 3 米远处，她遇到了难
题：渠堤是个斜坡，青苔密布，无论如
何使劲，拖着一个20岁的青年男子，
她始终上不了岸。

这时，欧阳剑、范磊和一个路人正
奋力朝俩人游来。“吐！”“蹬！”等待的
过程中，贾秀英一边拍打，一边朝接近
昏迷的孙如意大喊着。“噗”的几声，孙
如意吐出水，意识逐渐清醒。“稍微清

醒一点，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我，
不放手。”说到这，贾秀英直言有些后
怕，俩人都动弹不得，开始下沉。

危急时刻，欧阳剑、范磊及另一个
施救者拉住了两人。欧阳剑和另一个
施救者负责稳住孙如意，范磊则用力
拉住贾秀英，慢慢往岸边挪动。

岸上的医生王泉滔、李玲芝，司机
孟远洲，附近工厂员工杨云等人，有的
拿竹竿，有的递绳子，众人合力将5人
拉上岸。等候在岸边的医生第一时间
对孙如意实施抢救。

体力透支的范磊和贾秀英，回到
医院稍作休息，就马上返回了工作
岗位。

欧阳剑却有了心事。原来，当时
下水救人的路人，没留姓名，默默走开
了。欧阳剑一直惦念着这个人：“多亏
他帮忙，希望借助媒体力量找到他，对
他说声谢谢！”

在甘肃通渭县李店乡，一提
起王金丽，当地的村民个个竖起
大拇指：这个养牛的女人了不起！

王金丽是李店乡第一个养奶
牛的人。2004年秋天，在新疆打
工摘棉花的王金丽，偶然看到周
围住户排队打鲜奶，这个场景深
深触动了她。“当时我们通渭县很
少有人喝过鲜牛奶。”这让王金丽
看到了巨大商机。回乡后，她从
亲戚朋友处筹到 1 万元现金，买
了一头奶牛，从此走上了养殖路。

作为当地唯一的供应商，王
金丽的鲜牛奶主要供应给当地中
小学生和老人，一度出现了供不
应求的状况。在奶牛养殖逐渐形
成气候的同时，王金丽又看到了
肉牛市场比奶牛市场更加良好的
前景。但是要转型，手里的钱远
远不够。从来没有贷过款的王金
丽，找到县农行，凭着自己良好的
信誉和真诚，获得了10万元惠农
贷款，买进15头黄牛犊。育肥后
每头 1 万元的收入让她尝到了
甜头。

随后，王金丽又申请20万元
惠农贷款扩建养殖场，新建了
500立方米青贮窖，引进了30头
架子牛，改变了家庭小作坊式的
饲养和经营方式，逐步向专业化、
产业化养殖发展。到2013年，养
殖场内肉牛正常存栏达 100 多
头。规模上去了，可是存栏的肉
牛都是生长缓慢的老品种，养殖
效益较低。于是，体会到创业乐
趣的王金丽又胆大了一回，毅然
淘汰老品种肉牛，从当地一家大
企业引进了80头生长快、产肉率高的西门塔尔牛。

创业成功后，王金丽有了更高目标，带领乡亲们一起干。
2010 年，王金丽带头组建了通渭县金丽肉牛养殖专业合作
社，2012年又组建了通渭县金丽肉牛肉羊养殖技术协会，推
行“合作社+协会+农户”的经营模式，带领周边农户发展牛羊
养殖。2015年，金丽合作社被评为甘肃省级示范农业专业合
作社。

据李店乡李店村党支部书记温献民介绍，合作社负责为
会员及周边农户提供养殖技术、肉牛肉羊繁殖购销服务和“四
统一分”服务。“统一提供技术、统一疫病防治、统一养殖品种、
统一销售和分户饲养模式，使得养殖成本明显降低，养殖效益
显著提高。”温献民说，根据村委会的统计，加入养殖协会的会
员与非会员相比，户均年收入增加两万多元。

从一个外出务工农家女，到返乡创业的养牛大户，王金丽
一路走来离不开农行的信贷支持。2013年，王金丽申请到通
渭县农行一笔 80 万元的贷款，加快了合作社的发展壮大步
伐，也让合作社带动乡亲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变得更强了。目
前，合作社社员的肉牛存栏900 多头，肉羊存栏4000 多只，
年出栏肉牛 1200 多头、出栏肉羊 8000 多只，年销售额近
1300万元。

“没有金丽合作社的带动，我上哪里找这么好的脱贫门
路？”正在自家圈舍忙着给牛添饲料的李店村村民李彦斌，就
是通过加入合作社发展起来的养牛大户，他从一开始毫无经
验到现在共养殖了 20 多头牛、100 多只羊，年均收入 10 万
多元。

为了降低贫困户的养殖风险，王金丽给贫困户投放怀犊
良种母牛，让贫困户能在短期内做到品种改良，立见效益，还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贫困农户无偿提供技术服务，无偿给予
技术培训。对贫困户的玉米和玉米秸秆在高于市场价的基础
上订单收购，优先收购，每年给贫困户一个定心丸。目前，王
金丽和她的合作社已经带动 700 多户贫困户通过养殖脱
了贫。

近5年来，王金丽先后接待了通渭县以及周边的安定区、
陇西县、甘谷县、会宁县和静宁县等贫困县区2000多名有养
殖意向的农民考察观摩，为他们提供了 850 头良种肉牛、
1200只良种肉羊。目前，在王金丽的带动下，已有350多人
建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成为当地的养殖大户、致富带
头人。

“我的养殖场规模还不够大，我们的合作社实力还不够
强，我们发展的空间还很大。”王金丽的奋斗步伐仍然在继
续。她表示，今后合作社将继续完善种养结合的发展模式，把
一些农户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延伸发展多种产业。“我计划打
造休闲牧业农庄，在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等服务的同
时，让游客亲身感受牧业景观，了解养殖文化，学习牧业知识，
参与牧业生产活动。”

甘
肃
通
渭
金
丽
肉
牛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
理
事
长
王
金
丽
：

甘
为
脱
贫
致
富
﹃
牛
﹄

本
报
记
者

陈
发
明

通
讯
员

李
娜
娜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周智夫生前在干休所小花园中阅读报纸。 周智夫（左）生前在病床上不忘关心时事。 姜天骄摄

上图 王金
丽（中）向当地
帮扶干部和养
殖户讲解养殖
技术。
右图 王金

丽在自家养殖
基地里给牛添
草。陈发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