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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2月，他在陕西宜川县瓦子
街参加革命，开启了自己的英雄之旅。

壶梯山战斗、永丰城战斗中，他
任突击组长，先后炸掉敌人三个碉
堡，立下赫赫战功。

1955 年 1 月，他退役转业，告别
军营，扎根湖北来凤县，锁住荣誉，尘
封战功，为当地发展和群众过上好日
子不懈奋斗。

1985 年 1 月，他站完最后一班
岗，离休。人离休了，思想却不离休，
他坚持学习，三十多年如一日。

无论何时、何地、何境，他都把组
织的要求摆在第一位。作为一名有
着 71 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精神上追
求卓越，物质上毫无所求。他，就是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

从革命战场到人生战
场不改本色

1924 年 12 月，张富清出生于陕
西汉中洋县马畅镇双庙村一个贫农家
庭。兵荒马乱的年月，他在家种过地，
给地主当过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
1945年下半年，家中唯一的壮劳力二
哥被国民党抓壮丁，为了一家人维持
生计，他用自己将二哥换了出来。

宜川战役中，国民党军整编第90
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伏击圈被歼，作
为该师杂役的张富清，选择参加革
命，成为王震所领导的英雄部队——
359旅718团的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8 年 7 月，壶梯山战斗打响。
这是1948 年9月我军转入战略决战
前，西北野战军为牵制胡宗南部队而
发起的澄合战役中的一场激烈的战
斗。在这场战斗中，张富清荣立师一
等功，被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
响。此时，我军已转入战略决战，西
北野战军配合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
军作战。在永丰城战斗中，张富清带
着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
和16个手榴弹，攀上寨墙，炸掉了敌
人两个碉堡，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
独自坚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
反扑。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
军甲等“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
战军加授特等功。

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这就
是张富清在战场上向党和人民交出
的答卷。

1953 年 3 月至 1954 年 12 月，张
富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文
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年1月退役转
业时，张富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湖
北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他带着爱人
孙玉兰扎根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
他在战场上获得的全部荣誉。

每一个岗位都担当作
为竭尽所能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
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
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每一个
岗位，他都脚踏实地，竭尽所能，担当
奉献。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
从自己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
大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
当知青。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躲不
绕，想方设法，克服解决。刚开始进
驻生产大队时，群众不买账、不认
可。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

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
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
扫地。

他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
反映出行难、吃水难后，他带着社员
四处寻找水源，50多岁的年纪腰系长
绳，下到天坑底部找水。他带着社员
修路，与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
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
推动水电站建设，让土苗山村进入

“电力时代”。
1961 年至 1964 年期间，张富清

主导修建了三胡区老狮子桥水电站，
供附近的两个生产队照明。这是三
胡区历史上第一座水电站。“从一个
区来讲，能够照上电灯是祖祖辈辈多
少年来都没有的事，电灯更明亮，比
照桐油灯好多少倍呀！”讲起这件事，
张富清高兴地说。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心中
无我，付此一生。这就是战斗英雄张
富清，在工作岗位上向党和人民交出
的答卷。

深藏功名60余载连家
人都不知情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
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
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保持艰苦朴素的

作风，住老房子、穿老衣服、用老家
具、过老生活。

虽然离休了，但他未有一丝懈
怠，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
书桌上，摆着成堆的学习资料。书桌
右侧的抽屉里，放着他的药——享受
公费医疗政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

“违规”用自己的药，不惜锁住了
抽屉。

2012 年 ，张 富 清 因 病 左 腿 截
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
作”，88 岁的他装上假肢顽强站了
起来。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深
埋心底，从不提起，他的老伴儿和儿
女都不知情。2018 年底，国家开展
退役军人信息登记，张富清隐藏半个
多世纪的战功才得以发现。

讲起登记的初衷，张富清说：
“我起初不想把这些奖章和证书拿
出来，但考虑到如果不拿出来，那
就是对党不忠诚，是欺骗党的行
为……”

战斗英雄的事迹披露后，诸多光
环加身，他依然是老样子，一切都没
有变，还是那个坚守初心，保持本色
的张富清。

“我要在有生之年，坚决听党的
话，党指到哪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
我做啥，我就做啥。”张富清说。

文/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新华社电）

张富清：紧跟党走，做党的好战士

作为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切接见的劳模，史来贺带领群众把
刘庄村建设成了闻名全国、富裕文明
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曾经的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是
一片滩涂地，被当地村民称作是“鸟
不落脚，兔不做窝，老鼠安家也要饿
死”的不毛之地。1952 年 10 月，被

全村群众推选到村党支部书记岗位
上的史来贺深知，村里绝大部分农户
的生活十分贫困。他在全村群众大
会上拍着胸脯说：“刘庄富不起来，我
就是笨蛋；刘庄还有人吃穿困难，自
己却丰衣足食，我就是混蛋；看着群
众衣食住行上的难题解决不了，我就
是软蛋；让刘庄几百户人家全富起
来，就是我毕生的心愿！”

在史来贺的倡议带领下，刘庄村
建起互助组，成立合作社。他带领大
家起岗填沟，拉沙压碱，投工40多万
个，动土 200 多万立方米，硬是把
700 多块高低不平的盐碱荒地改造

成4块大方田。到1955年底，刘庄就
摘掉了“最穷数刘庄”的帽子。

刘庄村还积极探索棉花生长规
律，千亩棉田亩产皮棉达 53.5 公
斤。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恩来总理
拉着史来贺的手亲切地说：“千亩棉
田平均亩产皮棉超百斤，你们带了
个好头，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
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
榜样。”

温饱问题解决了，老书记还想让
群众过得更好。史来贺带领大家办
起了畜牧场、机械厂、食品厂等村办
企 业 ，并 规 划 建 设 了 刘 庄 新 村 。

1985 年，村里决定建一座生产肌苷
的药厂。当时史来贺还与大家签订
了一份“不平等合同”，合同约定由史
来贺筹集资金、负责办厂，厂建好后，
生产经营好，盈利了，工厂及全部收
入归集体；如果赔了，损失全部由史
来贺承担。后来工厂顺利投产，生产
经营好了，史来贺把工厂及全部收入
都归了集体，群众得到了实惠，他自
己连一分钱报酬都没要。

2003 年 4 月 23 日，史来贺同志
走完了他奋斗的一生。而今天的刘
庄村村民已住进现代化的楼房，走上
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今年 7 月是红旗渠全面建成通
水50周年。50年前，这里的群众欢
庆渠成。50 年后，这里的渠水依旧
激励人心。

20世纪60年代，地处中国南太行
山东麓的河南省林县（1994年后撤县
设林州市），30万群众靠着一双双布满
老茧的手，在太行山上劈山修渠，一锤
一钎，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和舍生忘死的
气概苦战10年，绝壁穿石，挖渠千里，
终于修成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
河”——红旗渠，将一面“顽强奋斗、自
强不息”的精神之旗插在太行山巅。

历史上的林县，十年九旱、水贵如
油。红旗渠修建前，林县550个行政村
中，有307 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
100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新
中国成立后，林县县委着手改变当地
生存环境，经过反复考察论证，认为必
须谋划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劈”开太
行山将邻省山西的漳河水引进来。

一声号召，全县齐应。1960 年2
月 11 日，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
37000名群众，自带工具奔赴修渠工
地，拉开了向自然宣战的序幕。

要通渠，必须在山西省平顺县石
城镇侯壁断建起一座拦河坝，拦腰

“斩断”漳河，抬高水位让河水进入渠
道。任村公社的500多名修渠群众组
成突击营，接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大坝合龙只剩下十几米宽时，河道
变窄，水流湍急，沙袋、巨石投下去，
转瞬即逝。关键时刻，群众跳进河里，

排成三道人墙，用血肉之躯抵挡住冰
冷刺骨的河水，助大坝最终合龙。红
旗渠总干渠修筑在“飞鸟不能驻足，
猿猴难以攀援”的太行绝壁上。群众
就悬挂在半山腰上，挥锤打钎、装药
放炮，炸出一个个小平台，再在这个
平台上作业，开凿渠线，垒砌渠墙，对
接起来就形成完整的渠线。

红旗渠修建过程中，81名修渠群
众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年龄最小
的才17岁，最大的60岁。红旗渠修建
历时10年，全县50万人，有30万人
参加了修渠工程。

红旗渠建成后，全县410个村受
益，60 万人口、3.7 万头大牲畜饮用
水有了保障，54 万亩耕地得到灌
溉。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
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上世纪 70 年代，周恩来总理曾
自豪地向外国友人介绍，新中国有两
大奇迹，一个是南京的长江大桥，一
个是林县的红旗渠。红旗渠，让磨砺
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有形的“人工天
河”，奔流至今。红旗渠建设者用不屈和
坚忍，树起一座历史丰碑，“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历久弥新。

史来贺：把村民幸福作为毕生心愿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魏国武 余晓建

红旗渠建设者：精神旗帜飘扬太行山巅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陈广红

9月22日，全国（省级）青联港澳特邀委员
学习交流活动在深圳举行。来自港澳地区及内
地的部分青联委员齐聚一堂，分享开展港澳青
年工作的感受体会，共同展望内地与港澳青年
交流交融、共创未来的美好前景。

在专题讲座中，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院长、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系统阐述了20
多年来“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在港澳地区的成功
实践，指出了当前形势下青年一代应承担的时
代责任。

全国青联常委、香港青年联会主席杨全盛
表示，香港青年联会作为香港最大的爱国爱港
青年团体，更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向社会广泛传
播正能量，发出好声音，引导香港青年客观理性
认识当前局势。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港澳青年发展机遇”
主题分享会上，来自港澳地区的10位委员畅谈了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给自身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全国青联副主席、香港菁英会创会主席施
荣忻表示，作为青联委员，要主动担当，充分发
挥在青年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向广大港澳青年
积极宣传大湾区的各类优惠政策，鼓励和帮助
他们到大湾区学习、就业、创业、生活，共同搭乘
祖国改革发展的高速列车。

“新家园协会一直致力于香港基层青年工
作，我们要增加组织香港基层青年到内地看看
的机会，到大湾区感受内地经济社会的飞速发
展，消除误解和隔阂，增进对国家的认同。”十届
全国青联委员、香港新家园协会总干事黄颂说。

港澳地区青联委员交流发言后，全国青联
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奇巴图表示，港澳地
区的青联委员要下定决心，齐心协力，止暴制
乱，恢复秩序，发挥骨干作用，团结更多港澳青
年，为他们成长发展多搭台、多搭梯。

交流活动还举行了“祝福香港·点赞祖
国”——全国青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
活动，共同用画笔绘制祖国山河画卷。

“今天的活动内容丰富，振奋精神，温暖人
心。”全国青联常委、澳门菁英会主席颜奕萍表示，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且马上就要迎来新
中国70华诞，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为祖国点赞，
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也祝福香港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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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
9 月 21 日至 22 日，“我和我的祖
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暨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节交流活动
在广东举行。参加活动的3000名粤
港澳青年22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
议中心，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等歌
曲，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在22日的活动现场，6名青年
代表宣读了倡议书，鼓励青年投身
大湾区建设。广东省青联委员、《我
和我的祖国》领唱人冯珊珊表示，青

年人不仅要在学业上努力、在事业上
拼搏，内心也要深藏一份家国情怀，
以自己的努力为祖国富强作贡献。

主场活动前，港澳青年 21 日
来到港珠澳大桥、佛山和江门参
观，感受大湾区的发展活力。香港
青年温启明表示，每一次到广东都
会看到改变，包括科技的发展和建
设的进程等。澳门青年李卉茵表
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很好的时
代机遇，作为青年人，要好好把握
时代给予我们的机遇。

3000名粤港澳青年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
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
人参加会议。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
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会议发扬党
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

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
作用。

会议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来、
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
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会议、五月
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

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
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
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
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央
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
济进行全面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
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
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
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
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

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政

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文
化政策也做了进一步调整。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
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
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决定
从 1963 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
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些经济
体制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
办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
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65
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
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
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统 一 全 党 思 想 、推 动 全 面 调 整

史来贺（1930—2003）（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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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香港·点赞祖国”——全国青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活动
中，青年代表们共同用画笔绘制祖国山河画卷。 本报记者 李盛丹歌摄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贵州共调减低效玉

米种植面积785万亩，替代种植蔬
菜、水果、中药材、茶叶、食用菌等
经 济 作 物 667 万 亩 ，带 动 全 省
160.8 万贫困人口人均增收 2348
元，推动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6.9%，增幅居全国之首。今年，该
省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调减 500
余万亩玉米种植用于发展经济
作物。

不种玉米种什么，产业选择是
关键。贵州充分结合资源禀赋、产
业基础、市场需求等因素，先后制
定出台了蔬菜、食用菌、茶叶、中药
材等经济作物生产指导意见，由县
确定主导产业，一县一业，全产业
链发展；对那些基础好、市场潜力
大、有龙头企业带动的高效作物，
则整村、整乡集中连片规模化推
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产业专业
乡镇和村。

在资金支持上，贵州将财政投
入更多向农村产业倾斜，向绿色
的、扶贫带动效果好的产业倾斜，
整合财政资金发挥好“指挥棒”“吸
铁石”作用，引导金融和工商资本
投向乡村产业。上半年，该省种植
业投资同比增长29.1%，林业投资
增 长 24.4% ，畜 牧 业 投 资 增 长
30.8%。

农产品要带动富民增收，既要
种得好，更需卖得好。在推进农村
产业革命过程中，贵州一方面积极
开展农产品进机关、学校、社区、医

院、企事业单位、超市、军营“七进”
活动，不断搭建农校对接、农企联
盟、农超对接、农批对接、农餐对接
等平台，解决贫困地区农产品的基
础订单。另一方面，贵州积极培育
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既着力打造
一批优质区域公共品牌，又想方设
法提升“老干妈”、都匀毛尖等既有
知名品牌的影响力。同时，借助东
西部扶贫协作机制，不断走进珠三
角、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目标
市场，推介贵州农产品，扩大知名
度和影响力。

农民的利益如何维护？贵州
省以“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改革为统揽，推广“龙头
企业+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
明确企业、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
在产业链、利益链中的份额，帮助
贫困户稳定获得土地流转、订单生
产、劳动力务工、入股分红等收益，
实现持续增收。据贵州省农业农
村厅测算，全省种植蔬菜等经济作
物相比传统种玉米，平均每亩新增
纯收益3000余元。今年上半年，
该 省 通 过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带 动
45.53万户贫困人口增收，户均增
收8200余元。

如今的贵州，“什么赚钱种什
么、什么赚钱养什么”成为农民选
择产业的重要考虑因素，一些地方

“农村祖祖辈辈种玉米”的传统、
“样样都有样样都不成规模”的历
史正在加快改变，充满希望的特色
产业正在加快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