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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
士，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维吾尔族人
民的优秀儿子，第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因病于 2018 年 12 月
19日14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铁木尔同志1927年6月16日出生于新疆托克逊
（今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一个贫苦的维吾尔族农民家
庭。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全家生活的重任，从小造就
了他勤劳果敢、为人正直、乐于助人的性格。

1949 年新疆解放后，铁木尔同志坚决拥护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奋发学习，积极参加社会活
动，热心为群众服务，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迅速成
长。1950 年，他被选为新疆托克逊县二区三乡乡
长，后任副区长。他于 195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54 年，任托克逊县县长。1955 年，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选送铁木尔同志到北京中
央民族学院政治系研究班学习，经过两年的勤奋
努力，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离校前夕，他和研究
班的全体同学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
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鼓励。在学习期间，他被任
命为中共托克逊县委书记，后被任命为县委第一
书记，吐鲁番中心县委副书记。在新疆，他是第
一位担任县委书记、县委第一书记的维吾尔族
干部。

1964年，铁木尔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
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起，他历任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副组长、自治区革委会常委、
自治区革委会学大寨办公室主任、自治区革委会农
牧办公室主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书记 （当
时设有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
主任。

1979年起，铁木尔同志历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985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94年至1996年任中
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副书记。

在新疆工作期间，铁木尔同志致力于边疆少
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想方设法搞好新疆的建设，
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服务。在县乡工作期间，他
克服重重困难，帮助群众解决饮水、农副产品供
应等问题，改善住房、交通条件。在自治区分管
农业农村工作期间，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
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力
加强农村牧区工作，着力解决南疆三地州脱贫致
富和北疆牧民定居等问题，提出牧区要实行“种
加养”、“产供销”、“牧工商”的一条龙经营方
式，实现从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向较大规
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
化，从靠天养畜、粗放经营向科学养畜、科学管
理转化，从游牧向定居、半定居转化，从传统畜
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化的“五个转化”奋斗目
标，加速了全区农牧业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他和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一道，坚持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各
族人民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
大力支持，推动了新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促进了农牧民走上致富道路。新疆的乙烯工
程、北疆铁路、兰新复线、光缆工程、沿边开
放、东连西出、石油开发、防病改水、城乡建
设、棉糖基地建设、公路建设等重大工程和重要
项目，都凝结着他的辛勤汗水和心血。

铁木尔同志积极推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各项
社会事业发展。他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加大
教育投入力度，大力实施中小学危房改造和贫困
学生助学工程，多渠道培养合格师资人才，使新
疆教育工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他注重改善生态
环境，实施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学校到厂
矿企业的全民义务植树绿化工程，使全区绿化、
美化水平明显提高。他科学对待人民群众创造的
精神文明成果，高度重视优秀民族文化的发展，
支持将十二木卡姆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
产”。

铁木尔同志热爱祖国，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
族团结，始终旗帜鲜明反对民族分裂。他坚持把民
族团结工作摆在头等重要位置来抓，在他的积极倡
导下，1982 年新疆第一次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
此后，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团结模范单位和先进个
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处处率先垂范，与各族
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倡导人人讲民族团结、个个爱
护民族团结的良好风尚。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民
族团结和社会稳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平等、团
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其中有
他的不懈努力和突出贡献。

铁木尔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始终保持着普
通劳动者本色，保持着与各族群众的血肉联系。天
山南北的道道梁梁、沟沟坎坎、村村院院，大都留
下了他的足迹。担任县委书记时，他经常骑着毛驴
下乡，风餐露宿，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担任自治区领导职务以后，他仍然保持着艰
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作风，经常深入农村牧区，与
农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93年3月，铁木尔同志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党组成员。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
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付出了大
量心血，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强调，各级人大及其
常委会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
职权，为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作出应有贡献。他高度重视人大立法和监督
工作，参与审议多部法律草案，主持民族区域自治
法的修改工作，并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他注重调查研究，多次带队深入地方检查
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情况，要求认真落实党的民
族政策，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配套法规，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民族团结。他还先后赴四川、湖北等地考察三峡工
程建设和库区移民安置情况。他积极促进全国人大
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交流，多次率领或参加代表团
出国访问，会见外国议会代表团和国际友好人士，
促进我国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在各国议会联盟
第 103 届大会上，他代表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发
言，全面阐述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立场，介绍

中国国内形势和建设成就，表明中国政府维护祖国
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决心。他还被推举为中国阿拉伯
友好协会首任会长，为促进中阿民间交流与合作，
增进中阿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做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铁木尔同志爱好文学艺术，善于写诗著文，笔
耕不辍，有各类作品数百万字。他的作品充满着对
祖国、对党、对人民淳朴深厚的感情，记录和反映
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实践和伟大成就。1963年发
表处女作《我的坎土曼》、《青松的品质》。抒情组诗

《阿勒泰抒情》获198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时期
优秀作品奖。诗集《心中的歌》、《故乡情》、《生命
的火炬》等作品被译成日文、俄文出版。他还出版
了《新疆，我可爱的故乡》、《生命的历程》、《生命
之苑集萃》等著作。

铁木尔同志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
中央委员，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七届、八
届、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

铁木尔同志在近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
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社
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
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衷心拥护和坚决贯彻党
的民族政策，密切联系群众，心系各族人民，为
新疆的建设、改革、发展和稳定，为促进民族团
结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各族人
民中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广大群众的尊敬和爱
戴。他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广开言
路、广集民智，注重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他刻
苦学习，勤奋工作，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不私亲属，不搞特殊”作为立身之本，艰苦朴
素、廉洁奉公，不搞特殊化、不以权谋私，始终
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铁木尔同志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八大、十九
大精神，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支持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党委贯彻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
和长治久安总目标，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疆生命不息、奉献不止。

铁木尔同志的一生，是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
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
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学习他的革命精
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生平

1965年1月4日，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铁木尔·达瓦买提等出
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新疆代表。 新华社发

1981年，邓小平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在哈萨克毡房喝奶茶。
新华社发

2009年6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新疆看望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摄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闭幕。江泽民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王新庆摄

2010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春
节团拜会。胡锦涛同志与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亲切握手。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摄

1960年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 新华社发

12月8日至22日，由中宣部、中国
记协等组织的第五届“好记者讲好故
事”优秀演讲人分赴北京、福建、上海、
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辽宁、河
北、河南、湖北等省区市，围绕坚持“四
向四做”要求、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
工作者，开展巡讲活动。

用真情温暖人心，用双脚丈量新
时代，用爱心传递正能量。他们或身
在一线，经历重大事件报道；或深入基
层，为困难群体撑起一片天空——58
位演讲人用心记录着让他们感动的人
和事，也用行动感动着他人，用好故事
讲述着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心声。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董新英
讲述自己从2017年至今，走遍了黑龙
江省 28 个贫困县、近 600 个村，行程
14万公里。作为黑龙江省十二届政协

委员，她提交了多份聚焦精准扶贫的
提案。“讲好龙江脱贫故事，守望每一
个贫困村庄的乡愁，我与1778个贫困
村的故事在继续。新闻记者一直在路
上，走向 2020 年——不言启程，只望
远行。”她动情地说。

人民日报社记者张烁从前辈告诫
自己的两句话讲起：要想把采访做得
生动，就要学会“站在天安门上看问
题，蹲在田埂上找感觉”。“站在天安门
上看问题”是要着眼时代大局，把握

“大势”“大事”；“蹲在田埂上找感觉”
是要不断增强自己的“脚力”，把采访
做得扎实、深入。

……
报告会现场，一个个有情感、有温

度、有力量的好故事生动展现了新闻
理想与职业精神，深深打动着在场听

众的心。许多新闻从业者表示要以好
记者为榜样，以好故事为动力，积极践
行“四力”要求，追求理想、忠诚职业、
坚持操守、甘于奉献。

“好记者们用简洁有力的语言讲
述亲历故事、诉说内心触动、畅谈着新
闻理想。我感受到了优秀媒体人的风
度，感受到了平凡人的温度与力量。”
当代贵州杂志社李思瑾说。

辽宁营口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雷
鸣说，本次“好记者讲好故事”巡讲活
动对自己来说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
历，更是一次前进的鞭策。“作为一名
记者，当看到新闻报道推动问题解决
的时候，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新闻的
力量。”

文/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
——“好记者讲好故事”各地巡讲反响热烈

魏拯民，原名关有维，1909年
出生于山西屯留。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转入
中国共产党。曾在北平、安阳等
地进行革命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魏拯民
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工作，曾任中

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
书记，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
争。后被派往东满，他走遍了各
根据地和游击区，深受同志们的
信任和支持。后任中共东满特委
书记，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
命军第2军，任政治委员，联合东
满地区各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
1935年夏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
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魏拯
民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
军第2军政治委员。1936 年7月
后，魏拯民任中共南满省委书记、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政治部主任、
第1路军副总司令，与第1路军总
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
在辉南、抚松、濛江（今靖宇）、金

川、桦甸等地打击敌军。
1940 年 2 月杨靖宇牺牲后，

第1路军和省委的工作重担全部
落在魏拯民肩上。他拖着病体，
率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这年
冬天，他病情加重，不能随军行
动，只好到长白山区的抗联密营
中休养。他不顾疾病的折磨，常
常昼夜不停地起草文件、书写报
告、总结经验。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鼓励同志们坚定胜利的信
心。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他只
能靠吃树皮、松子和蘑菇等度日，
加重了病情，于 1941 年 3 月 8 日
病逝，年仅32岁。

文/新华社记者 许 雄
(据新华社电）

魏 拯 民 ：斗 争 只 图 救 人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