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5 2019年9月15日 星期日

1974年11月30日，滕代远病危，当亲
人们都来看望他的时候，他已说不出话，只
能努力用手指了指桌上的铅笔。纸笔送到
手上，他几乎使尽全身力气，写下了“服务”
二字。这不仅是滕代远留给子女的最后遗
嘱，也是他一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尽心尽
力的真实写照。

滕代远，1904年11月2日出生于湖南
麻阳一个普通苗族农家。1923年，他在湖
南省第二师范读书时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 7 月，滕代远根据中共湖南
省委指示，与彭德怀等同志一起领导了
平江起义，创建了红五军，任红五军党代
表。此后，他坚持井冈山斗争，英勇作

战，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起了重
要作用。

1942 年，中央军委调滕代远任八路
军参谋长。为更好开展生产和节约运动，
度过敌后艰苦的年月，滕代远和副参谋长
杨立三，根据毛泽东“发展经济、保障供
给、公私兼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及开
展大规模生产运动的指示，于 1944 年春
提出了著名的《滕参谋长、杨副参谋长手
订总队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
杨方案”。

1948 年 11 月，滕代远任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部长，后兼铁道兵团
司令员、政治委员。周恩来同志称赞他是
较早从军队转到经济战线的同志。

1949 年 1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铁路工
作会议时，滕代远把当时铁路职工中流
传的豪言壮语“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
修到哪里”作为全国铁路职工的行动口
号。经过广大军民一年左右的艰苦努
力，全国铁路就基本修复通车。这不仅
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也极大地振奋了
人心。

文/新华社记者 周 勉
（据新华社电）

滕代远：新中国铁路事业奠基人

李良（原名林曾同），1918 年生于北
京。1945年在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城工部。
1947年，林曾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化名李
良。作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以公开职
业为掩护，在敌人营垒内搜集了许多情报，
并几次掩护党的地下组织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李良调入天津市公安
局，任侦察组组长、副科长。1950年国庆
节前夕，潜伏在北京的敌特阴谋在国庆节
当天上午10点整，制造一起震惊中外的企
图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危急
关头，李良及时获取情报，破获了这一重大

案件，保卫了新中国领袖们的安全。
此后，李良还参与侦破了多起敌特颠

覆案件。1965 年，他肩负特殊使命，抱着
随时殉职的决心，于异域他国执行重要任
务，1968年圆满完成任务回国。

不想，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刚
刚回国的李良以“通敌”“出卖情报”等罪名
被逮捕，惨遭非刑。入狱期间，他始终保持
共产党员的操守，多次向上写信，表示要为
真理而斗争，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决不屈
服。经过长达349天的抗争，1969年7月
18日，李良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

1977 年 12 月 31 日，李良冤案彻底平
反，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英烈祖籍地福建省闽侯县人文历史底
蕴深厚，更是一方红色沃土，名人英烈辈
出。近年来，闽侯县通过修建展览馆、烈士
陵园、烈士纪念碑等方式，缅怀先烈，激励
后人，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文/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据新华社电）

李良：公安战线的英雄

因破获大案，被毛主席称赞为延安的
“福尔摩斯”，他就是布鲁。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1909出
生，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人。
1926年，经王文明、黎竟民介绍，布鲁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中，布鲁在
海口被国民党军警抓捕。他坚贞不屈，没有
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关押一个月后，其
亲戚花钱将他保释出狱。1928年，国民党军
队进攻革命根据地，布鲁率部队完成了掩护
任务后与战友们失散，后被迫流亡海外。

1936 年夏，布鲁到西安，在共产党领
导的“红中社”（新华社前身）办事处工作。
西安事变后，布鲁进入延安红军大学四大

队学习。
1937 年夏，布鲁毕业后，被挑选到陕

甘宁边区保安处，先后担任侦察科长、情报
科长、保卫部长。1938 年，布鲁创办了延
安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

1942年布鲁一手破获国民党军统“汉
中训练班”大案，经边保与锄奸部门密切配
合，共抓获已潜入边区的汉训班特务 51
人，逃跑 6 人，暴露出特务线索 150 余条。
这是抗战时期延安破获的最大的国民党特
务组织。“汉中训练班”案的破获在边区引
起轰动，令毛主席十分振奋，称赞布鲁是延
安的“福尔摩斯”。

1943年初，布鲁被调离延安保安处保
卫部长职务，到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地区，先
后担任地区保安处副处长、地委委员、保安
处长。

1949 年，布鲁随四野大军南下到江
西，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社会部长兼公
安厅厅长。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布鲁
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州市委常
委兼市公安局局长。

1972年，布鲁因病去世。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涂超华

（据新华社电）

布 鲁 ：延 安 的“ 福 尔 摩 斯 ”

马玉清，1946年出生，中共党员，1965
年12月应征入伍。

1974年12月20日，哈尔滨的凌晨还在
夜色之中酣睡，已经很久没有下雪的城市显
得格外灰暗和干燥。突然，警铃疯狂地响了
起来。哈尔滨市第五制粉厂突发火灾。

马玉清太了解哈尔滨第五制粉厂的
情况了，如果不截住火势的蔓延，势必造
成企业高压锅炉和贮存3000多斤机油的
油库爆炸，酿成更大的灾祸。马玉清判断
可能会有危险，他独自拽过水枪，命令其
他战士一律撤到地面。说完，马玉清手持
水枪冲进了火海。刘玉印和几位战士也
跟了上去。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把车间5楼的楼

顶炸得粉碎。一股巨大的力量把马玉清他们
抛向了高空。他们的牺牲保住了企业的高压
锅炉和油库，保住了与火场一墙之隔的其他
工厂、学校和周边数百户居民的安全。

1975年11月9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
会批准马玉清为革命烈士。然而，马玉清
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1988年，马玉清的大儿子马忠学参军
入伍，他想更好地继承父亲的遗志。部队
考虑到他是烈士后代，就把他调到了后勤
部工作。可他找到支队的领导，坚决要求
到战斗一线！

在消防队中，马忠学积极参加训练，连
续两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993 年 3 月 29
日凌晨3时，位于哈尔滨市松花江地区汽
车修配厂发生大火。到达现场后，马忠学
主动请缨到位于下风方向的油库附近，直
接堵截火势。夜幕之中，一辆大货车突然
超速驶来，全神贯注的马忠学被货车撞倒，
牺牲在血泊中。

19年前，父亲马玉清在火场上英勇地倒
下，牺牲时年仅28岁；19年后，儿子马忠学
也在火场上英勇地倒下，牺牲时年仅23岁。

文/新华社记者 齐泓鑫
（据新华社电）

马玉清：父子传承 一门双烈

郑自兴，1904 年生，籍贯为通山县。
1929年，郑自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军
侦察员。193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郑自兴与叶长庚、邓洪一
道参加了农民暴动。郑自兴长期从事侦
察、保卫工作，身经百战，机智、勇敢、顽强，
指挥灵活、果断。1934年10月，郑自兴参
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任中央保卫局保卫
科科长。

1936 年 5 月，党中央为了迎接红二、
四方面军北上，创建陕甘宁苏区，同时决定
成立陕甘宁省，并成立陕甘宁省委和陕甘

宁省苏维埃政府，郑自兴担任陕甘宁省保
卫局局长。1938年，郑自兴任陇东军分区
副司令员兼专署保卫科科长，1939年任陕
甘宁边区保安队侦察队队长，1941年任陕
甘宁边区警政学校校长，1943年任三边保
安分处处长。

1949年3月，郑自兴因在辽东剿匪有
功，调任中共九江地区副书记兼公安处处
长。1950年，郑自兴任江西省公安厅副厅
长，同年冬，任郑州铁路局公安处处长，
1953年任山西省公安厅第一副厅长，1957
年进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习3年，之后，任
山西省政协常委、党组委员、政协副主席。

1967 年，郑自兴患食道癌，手术后病
情好转。1970年11月，郑自兴病情恶化，
医治无效，在太原市逝世，终年66岁。

从红军侦察员到成为高级别干部，郑
自兴始终满心赤诚，为革命事业孜孜奉
献。如今，他的事迹在家乡广为传扬，激励
着更多人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文/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据新华社电）

郑 自 兴 ：满 心 赤 诚 为 革 命

谢觉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
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谢觉哉，原名谢觉斋，字焕南，学名维
鉴，1884 年 5 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现
湖南省宁乡市）。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
1921 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34 年 10 月，谢觉哉参加长征。红
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
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
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觉哉担任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 年 4 月

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 年担任政协
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 年 6 月
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
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
日，甘做人民的公仆。他规定子女不能随
便用他的车子，也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
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
权思想。”

在内务部工作时期，谢觉哉本着“上为
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
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
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
际问题。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不
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
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
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
权益。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
这是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赠送他
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
写照。

文/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据新华社电）

谢觉哉：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

李天佑，广西临桂人，
1914 年出生在临桂六塘镇
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14
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李明
瑞部下当兵。1929 年 9 月
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在张
云逸暗中联络下，李天佑于
同 年 10 月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12月，李天佑参加百色
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
第7军排长、连长，参加开辟
和保卫右江苏区的斗争。

1931年，李天佑随部转
战桂黔湘粤赣边地区，多次在
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
掩护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安
全撤离，被称为“小老虎连
长”。1932年2月，由于“左”
倾错误，红军攻打赣州。战斗
中李天佑带领敢死队抢先登
城，连中三弹，身受重伤。

1933 年 8 月，担任红三
军团第5师13团团长的李天佑指挥本团将国民党
十九路军第62师366团全部歼灭，红军首次在运动
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歼敌一个团。李天佑获三等红
星奖章，所部获“英雄模范团”锦旗。

1934年1月，年仅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5师
师长，同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面对
拥有飞机大炮配合、人数数倍于己的敌人，李天佑
在负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三天三夜，直到接
到撤退命令。同年11月末的长征途中，在突破敌
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李天佑奉命率两
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保证
中央纵队左翼安全。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
李天佑率部苦战，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军第115师
343 旅 686 团团长。1937 年 9 月，李天佑参加平
型关战斗，率部担负主攻，重创日军精锐部队，并
相机夺取战场制高点老爷庙，对战斗胜利起了关
键作用。同年10月，李天佑又率部参加广阳伏击
战，歼日军千余人。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
长，转战吕梁山地区，指挥午城井沟战斗，参与开
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
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
东北野战军第 38 军军长、第四野战军 13 兵团第
一副司令员，曾指挥部队参加三下江南及东北
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等战役。在
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指挥西进部队率先攻占金汤
桥，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历任广西军区
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
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参
与领导广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战斗，援越
抗美斗争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5年
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在北京病逝。

李天佑英勇善战，戎马
一生，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
立了卓著功勋。在回忆新圩
阻击战时，李天佑写道：“无
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
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
中 国 工 农 红 军 是 不 可 能
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
称赞他：“一生忠贞，矢志不
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
文/新华社记者 黄耀滕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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