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大

一 辈 子 都 要 跟 党 走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我叫贾志华，河北省邢台市临城县赵庄乡贾庄村人，现
担任河北绿岭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队长。

由于家庭条件不好，我初中毕业就辍学在家。一次偶然
的机会，我父亲听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来村里选拔技
术员，便给我报了名。“让志华来林学院报到吧！”李保国教授
的一个电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李保国老师曾经先后3次走进贾庄村，在他的指导下，
我们村120户村民全都种上了果树，2018年我们村实现了
脱贫目标。

后来，李保国教授先后被授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改革先锋”和“人民楷模”等国家荣誉称号。为了
弘扬李保国教授的精神，我们成立了“河北绿岭李保国科技
扶贫服务队”，通过多种渠道为全国的核桃种植户无偿提供
技术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将李保国教授的精神传递
下去。 （本报记者 陈发明整理）

通过了解“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的先
进事迹和经历，让我懂得了什么才是伟大的人生，也为我
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
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
根、开花。”

在我看来，“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
们，就是一粒粒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种子”。他们就
像一面镜子、一面旗帜，照亮并指引着我。作为一名人民
教师，我不仅要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做一粒扎根教育事
业的“种子”，还要将他们的无私大爱传导给学生们，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人坚守于三尺讲台。

未来，我将向“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
者们好好学习，始终恪守党员职责，尽心尽力做好本职
工作，教好书、育好人，用行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
员。 （本报记者 刘 兴整理）

获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模范人物，值得我们
每一个人学习。他们开拓创新、战天斗地的勇气，深深地
埋在我的心底，并鼓励我扎根农村，服务于乡村振兴
战略。

如今的美丽乡村，正是勤奋的人们扎根基层、奉献韶
华、奋斗进取结出的累累硕果。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
的农业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的跨越式发展，而正
在实施的脱贫攻坚战，更践行了我们党实现小康路上“一个
都不能少”的承诺。

作为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站在新时代的
新起点，我将扎根乡村，为了小高庄强村富民贡献自己的
力量。目前，天津市正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整治”乡村
工程，我们村委会正在研究讨论村庄规划，全力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整理）

没有驻村之前，我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委组织部老干部
工作室工作。

为了让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我愿意将人生最美好的
年华献给农村，为清水河县的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8 年 3 月份，我主动向组织申请去韭菜庄乡座峰村任
第一书记，投身到脱贫攻坚这项光荣而艰巨的工作中。

我和村两委班子成员渐渐成了农民炕头上的常客，倾
听村民的心里话，了解村民的困难事，力所能及地帮助他
们协调解决实际问题。目前，座峰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7 户 54 人，已经全部脱贫。无论是巩固脱贫成果，还
是推进乡村振兴，我们都需要一如既往，发自内心地
把困难群众当成“家人”，把乡亲们的大事小情切实当
成自己的“家事”。

（本报记者 陈 力整理）

我曾经带领团队在位于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的新长线
参与铁路道口“平改立”大会战。面对远征施工人生地不熟
等困难，我们发扬敢于啃“硬骨头”的精神，攻下了一个个难
关，先后完成 14处道口“平改立”施工任务，为保护铁路沿
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铁路运输能力贡献了自己
的一点力量，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能够取
得这样的成绩，与学习先进人物事迹密不可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
号的获得者们，更是我们学习的标杆。通过了解他们的先
进事迹，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先进的思想、高尚的品质，更
坚定了脚踏实地为社会服务、精益求精为人民服务的
信念。

未来，我将继续用奋斗书写精彩的人生华章。
（本报记者 吴 凯整理）

先进人物的立足岗位、爱岗敬业、勇挑重担、敢为人
先、守正创新精神深深感染着我，我要学习他们“履职尽
责、忠于职守”的敬业精神。

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我从事电网建设工作 25
年，大大小小的工程干了近百个，带领施工团队拿下了
一场又一场电力建设攻坚战，但比起获得国家荣誉称号
的模范人物还有不少差距。尽管在工作中没有出过问
题，但还需要不断创新，争取在日常的工作中取得更大
的成绩。

向这些先进人物学习，要学习他们锐意进取、敢为人
先的创新精神。有了榜样，我就有了奋斗的目标。我将坚
定扎根在电网建设的岗位上，爱岗敬业，简单的事情重复
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以榜样为力量，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责任心和历史担当，为建设一流能源互联网企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冯举高整理）

2018 年 3 月份，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从县
直机关中抽调干部职工充实到脱贫攻坚一线，向绝对贫困
发起总攻。我主动申请到极贫村——丰乐镇山江村驻村。
初到山江村，公路建设、人居环境整治刚刚起步，易地移
民搬迁工作任务艰巨。但是，每当我想到先进人物们的奋
斗事迹和经历，我就充满了干劲和斗志。

一年多来，山江村干部群众奋发图强，改造危旧
房，整治人居环境，修建、硬化入组入寨公路，新建
安全饮水点、村卫生室等公共服务设施，发展脱贫产
业，全村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74％，顺利摘掉了“贫
困帽”。

我将继续向先进典型们学习，特别是向国家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们学习，带领乡亲们把产业做大做强，
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用成绩向榜样致敬。

（本报记者 王新伟整理）

我叫周瑞明，是中建三局的一名建设“老兵”。加入
中建三局 20多年来，我有幸和同事们一起不断刷新着城
市的天际线，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建设
技术。在创出不断刷新城市天际线的“造楼神器”后，中
建三局又马不停蹄，研发出“造塔机”“造隧机”，运用到
大型桥梁建设和隧道开掘中，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向先进模
范人物学习。

在我的眼中，建筑就像凝固的音乐，城市会因之而生出
温情。我每天在建筑的世界中流连忘返。如今，一批又一
批“新兵”加入到中国建筑的队伍中来，成为见证、推动城市
发展的新生力量。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守万里海疆不忘初心，倾一腔热血唯酬夙愿。”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王继才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和
妻子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32 年始终如一，升国
旗、巡岛、护航标、写日志，与走私偷渡的不法分子作斗
争。他们做的都是平凡的小事，却值得我们学习、致敬。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给人最多感动，也最有力量。
王继才夫妇忠于职守、艰苦奋斗的高尚品格，像一面旗帜
时刻鼓舞着我们，也像一面镜子时刻提醒着我们。作为同
样在基层扎根的青年税务干部，我们要永远不忘为人民服
务的初心。

作为一名青年税务干部，虽不能像王继才夫妇那样保
家卫国，守卫国家疆土，但能亲历改革，用满腔热忱为纳
税人排忧解难，用知识和创新为纳税人奉献绵薄力量，这
也是我的职责与担当。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我叫何延忠，已年近六旬，现任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是“沙漠都江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工程
的创始人、设计者、投资者。敦煌被库姆塔格沙漠三面包
围，在敦煌市西南 60公里处的阳关镇，紧邻库姆塔格沙
漠，是敦煌抗击风沙的第一道防线。

2001 年，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我在这里成立了
公司。近 20 年间，先后移动沙丘石山 500 多座，拉运沙
石料 1 亿多立方米，修建了 13 条共 120 公里长的河道、
21公里长的“沙漠长城”、100多个调蓄工程沙漠堰，在
库姆塔格沙漠中建成了治理洪水、沙害的综合系统工程

“沙漠都江堰”。
治沙虽然搭进了我全部的家底，但换来了“沙漠都江

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工程。我将继续向先进人物学习，
构筑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李琛奇整理）

我是赵婧，是一名工作在税收一线的窗口人员，为纳税
人服务是我的使命。入职4年，我越来越热爱我的事业。

榜样，是奋进的旗帜，是头顶的星光。最近，国家税
务总局放映了税务题材电影《武陵山上的星光》。看完
这部纪实电影后，不少人流泪了，我也被深深震撼了。
纳税服务窗口是税务部门的第一张名片，我们怎么样，
纳税人心里的税务部门就是怎么样的。我与千千万万
个税务人，与获得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模范人物
一样，心中始终有信念，脚踏实地，为纳税人办好每笔业
务，解答好每个问题。在一场又一场税务改革攻坚战
中，我们始终驻守一线，为的是能让纳税人享受到减税
降费的红利。

我们年轻一代学习先进人物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们
的信念一直坚守下去，在奋进的道路上不忘初心、展现精
彩、创造辉煌。 （本报记者 薛志伟整理）

山西平顺县西沟村藏在太行深处。这些天，许多人来到这
个山村，祝贺申纪兰获得共和国勋章。

依然是那身深蓝色衣着，依然是那双黑布鞋，90岁的申纪兰
一次次对人们说：我想都没有想过，自己能获得共和国勋章。

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前，西沟人赶来为她送行。她对乡亲们
说：我能获得共和国勋章，这是党中央、各级党委对我们西沟的
关心和爱护。

1946年秋天嫁到西沟以来，她与这片土地风雨几十年，不离
不弃。上世纪70年代，组织上选她担任山西妇联领导，她提出要
求“不转户口，不脱离劳动”。

上世纪 50年代，在农业合作化中，年轻的申纪兰带头冲破
“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的思想禁锢，动员村里妇女下地劳
动。她和姐妹们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西沟这片土地上挑
粪、耙地甚至上山放羊，与男人开展各种劳动竞赛，终于实现了
每天干同样的活、计同样的工分。1954 年 9 月，她扎着两条大

辫子走出太行山，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倡议和
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从那时起，申纪兰是全国唯一连任十三届的人大
代表。第一次是骑着毛驴出太行，现在是乘坐高

铁赴京开会。她真诚而朴实地履行着一个
人大代表的职责。据不完全统计，仅

从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到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申纪兰提出的建
议和议案就有480多条。在这长长的建议和议案题目中，路、树、
地汇聚成她几十年不间断的“热词”。

西沟，是申纪兰当人大代表、思考人民利益的“起点”。而她
的“关注半径”却远远超出这个山村。她从西沟农民的生活想到
农村医疗保险要增加常用药，想到贫困地区发展、农民工培训、
贫困村旅游开发、连片贫困地区新农村建设……

“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不能光说自己的话”；“人大代
表就要代表人民办事”……申纪兰习惯于用农民语言、从农民角
度理解“大道理”。

上世纪80年代初，离开山西省妇联领导岗位，她说“我是太
阳底下晒的人”，坚定地回到了西沟；农村改革启动，她作为农业
合作化时代成长起来的劳模，带头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50 多
岁后，迎着乡镇企业发展浪潮，修地、栽树大半辈子的申纪兰外
出学习办企业。

如今，西沟 3 万亩宜林荒山，有 26700 多亩都栽上了树；平
顺县森林覆盖率超过41％……

今天，获得沉甸甸的共和国勋章，申纪兰说：“我要活到老，学
到老，继续努力，为党和人民作贡献，为西沟发展作贡献。”

西沟绿了，平顺富了，太行山变了。90 岁高龄的申纪兰说
的、想的还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干！

我今年73岁了，是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马永顺林场的
一名共产党员。年轻时，我和林业英雄马永顺工作生活过
一段时间，在日常的学习中，我不断成长进步。这些获得国
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的模范人物，是爱国、创业、创新、奉
献精神的代表，看了他们的事迹，我深受感动。

这些年，作为马永顺纪念馆的一名义务讲解员，我向前
来参观、瞻仰、祭扫和义务造林的人们讲述先进人物故事。
17年来，我接待的游客超过了20万人次。每一次讲解我都
希望用自己最真实的经历，向大家传递先进人物的精神，让
大家懂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道理。

我希望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做
好我们这一代人的事，把先进人物精神传承下去，记住曾经
艰苦奋斗的过去，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创造更加辉煌的
明天。

（本报记者 马维维整理）

江西省南昌市育新学校教育集团教师万莉莉：

坚 守 讲 台 教 书 育 人

中建三局投资发展公司鲁班奖项目经理周瑞明：

美 好 时 代 催 人 奋 进

河北绿岭李保国科技扶贫服务队队长贾志华：

先 进 精 神 代 代 相 传

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驻村第一书记

张华：

脱 贫 攻 坚 干 劲 十 足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曾子婧：

扎 根 基 层 热 忱 服 务

甘肃省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延忠：

构 筑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国家电网山东平度市供电公司电力安装工人徐涛：

用 心 做 好 平 凡 小 事

福建省厦门市税务局第三分局赵婧：

榜 样 是 奋 进 的 旗 帜

内蒙古清水河县韭菜庄乡座峰村第一书记王建英：

倾 听 困 难 群 众 心 声

黑龙江省铁力林业局退休职工张道廷：

记 住 艰 苦 奋 斗 历 史

上海铁路轨道交通开发有限公司浙江铁道公

司杭州线桥三分公司项目经理陈伟华：

书 写 精 彩 人 生 华 章

天津静海区静海镇小高庄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邵梦圆：

情 系 三 农 奉 献 韶 华

绿 满 荒 山 志 犹 坚
——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

本报记者 魏永刚

“感谢国家授予我这个荣誉，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这是国
家对所有英烈的礼赞。”91岁的李延年说，“我今天的荣誉是战
友们拿生命换来的，所以我会加倍珍惜，我要替他们好好珍藏这
枚勋章。”

忘记历史，忘记苦难，忘记先烈，就意味着背叛。李延年经
常念叨着战友的名字。“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用生命捍卫
了今天的和平。但祖国没有忘记他们，他们的理想终于变成了
现实，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李延年说。

1945年10月份，李延年参军前往东北。不久后，李延年就
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

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堵廖
耀湘兵团。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候，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行
军100多里，用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
定地点修筑工事。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兵力发起一轮
轮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了阵地上。那次战斗，李延年和
战友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到了宝贵
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连连立功受奖。
1950 年 8 月份，在湘西剿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延年随志愿军入朝作战。1951 年 10
月份，李延年担任志愿军某营七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

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前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
惨重，我们营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李延年回忆说，自己所在
营攻击时，发现敌人每隔 3 分钟就会打一轮炮，掌握这个规律
后，李延年和战友利用这个间隙慢慢摸了上去。经过激烈的战
斗，他们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1952年11月份，李延年被志愿
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60多年过去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李延年永不磨灭的回
忆。离休后，他把铮铮铁骨转化为铁汉柔情，为南宁市许多中小
学作红色教育讲座。他说：“多少曾经与我日夜相处的战友，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 20多岁的青春年华。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
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教育，李延
年把个人获得的各类证章大部分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并经
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
想，在青少年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我是党培养的好战士，我这一辈子都要跟党走。不
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李延年说，“孩子是国家
的希望和民族的未来，一定要让他们铭记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从哪里来的。衷心希望年
轻一代勇于担当，为祖国创造更美
好的未来。”

左图 这是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在仪式现场

（9月29日摄）。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上图 9 月 29 日上午，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乘坐礼宾车，在国宾护卫队的

护卫下，前往人民大会堂。

新华社记者 张 领摄

右图 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

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于9月29

日上午 10 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海涛摄

编者按 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之际，国家勋章、国
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走进国家
殿 堂 ，接 受 党 和 人 民 的 最 高
礼赞。

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是
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故事。他们
的卓越功勋和崇高精神感召亿

万国人，汇成推动国家发展进步
的雄浑力量。

奋斗的动力，让无数梦想成
真；使命的牵引，使个人与国家
紧紧相连。全国各地群众以国
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为楷模，积极学习他们的先进事
迹，谱写着艰苦奋斗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