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尚英雄，做新时代奋斗者
编者按 崇尚英雄才会产

生 英 雄 ，争 做 英 雄 才 能 英 雄
辈出。

70 年来，祖国大地山河巨
变，人民生活蒸蒸日上。饮水
思源，我们不会忘记，共和国的
旗帜是千千万万个先烈用热血
染红的。

缅怀先烈和英雄，就是要

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
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
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不断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使“中国
号”这艘巨轮继续乘风破浪、扬
帆远航。

鞍钢股份炼铁总厂费鹄：

苦练技能勇于创新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建设者王立军：

实干兴邦实业报国

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王小玲：

共同守护祖国未来

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

对党忠诚为民服务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车站高广才:

平凡工作干出不凡

龙岩市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科长刘永政：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青岛市李沧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王静：

群众满意是硬标准

“一级战斗英雄”史光柱：

和平年代更需英雄

大庆油田1205钻井队第21任队长张晶：

坚定传承铁人精神

孟泰离开我们已经 52年了。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劳
动模范，在鞍钢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誉满全国的钢铁
战线英雄。

鞍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和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最早
建成的钢铁生产基地，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作出
了巨大贡献，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共和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艰苦奋斗、爱厂如家、为国分忧、无私奉献，是孟泰精神的核
心。我时刻以孟泰精神为指引，以厂为家，扑下身子，扎根一线，
努力践行孟泰精神，取得了一定成效，自身也得到了充分锻炼。参
加工作以来，我先后负责、参与实施创新项目 10余项，创效益近
千万元。先后荣获第九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铜奖，“全国钢铁行业技
术能手”和炼铁总厂“孟泰式最美党员”荣誉称号。

现在，“孟泰精神”已成为“鞍钢精神”，孟泰之魂已成为鞍钢之
魂，他是一座永远矗立在职工心中的雕像。作为新一代鞍钢人，我要
把孟泰当作内心的一面镜子，传承弘扬孟泰精神，立足岗位，胸怀钢
铁报国之志，苦练技能，博采众长，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严格执行“安
全长寿、稳定顺行、指标优化”生产操作方针，打造“精品长寿炉”，为
祖国生产更多精品。 （本报记者 张允强整理）

在乡村振兴大道上阔步前行，滚滚车轮上镌刻着无数奉献者的
名字，像珍珠一样述说着光辉历程，沈浩就是其中耀眼的一颗。

2004 年 2 月份，沈浩作为省直机关的优秀年轻干部，被选派
到小岗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虽然当时的小岗村产业单调、交通
闭塞、发展落后，但沈浩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小岗。当时，我在县财
政局工作，作为对接人联系服务沈浩同志。6年共事让我切身体会
到，沈浩是一位对党忠诚、对群众充满感情的好干部。

6年过去了，小岗的土地上印满了沈浩的脚印。路修长了，企业
来了，村民住进了新房，但沈浩却走了。2009年11月6日，就在他第
二个任期即将结束前一个月，他却因为积劳成疾猝然离世。村民前
两次按红手印留他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既为他骄傲，也替他担心，担
心他的身体和工作压力。当村民第三次按红手印留下他的英灵时，
我想，在他的注视下，小岗未来肯定会发展得更好。

2018年 1月 12日，组织安排我到小岗村担任第一书记。我曾
和同志们一起来到沈浩墓前，看着墓碑上他那凝视远方的目光，我
心潮澎湃。沈浩，当你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小岗村的时候，你把共
产党员的丰碑树在了人民群众的心中，给后来者留下了不竭的精神
动力。 （本报记者 文 晶整理）

我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廊坊段重要节点工程——龙
河特大桥主跨的施工区工作，这里是我和工友每天忙碌的“战场”。
能投身到国家重大工程的服务保障建设中，我十分自豪，真想再年轻
几岁，再多为祖国效力几年。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一个个“不可能”的奇迹都是革命者、奋斗
者干出来的，原子弹、氢弹、高铁、超长隧道、跨海大桥，一代一代的
建设者为这些超级工程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离开
了人世，但他们的精神风貌和劳动成果却留给了这个世界。我们缅怀他
们，并为他们骄傲，向他们致敬。

我自豪的是，自己参与的工程项目为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到 10月底，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线高速公路廊坊段龙河特大
桥主跨也将完工，并为机场北高速公路全面通车奠定基础。目前，为保
证机场外围的路网布局尽早贯通，我和工友正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工作 20年，我见证了祖国高速公路建设领域的进步和创新。随着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研发和使用，高速公路从建设质量、建设周
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实干兴邦，实业报国。我将不断践行工匠精神，用双手建好大
桥。 （本报记者 宋美倩整理）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70 年前，历经无数革命先烈的流血牺
牲，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冉冉升起，象征着新中国的诞生。70年后的
今天，在新时代建设者的不懈奋斗下，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途上阔步前行。

在江西这片红色热土上，我们正在奋力书写新的篇章。在新时代，
红色纪念类场馆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纪念历史、缅怀先烈，也在于提醒人
们牢记职责，肩负使命。

我一刻也不敢忘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重任，一直致力于深耕“八
一”特色文化资源，全馆上下紧紧围绕收藏、陈列、教育三大职能，使
八一馆成为江西乃至全国传播红色火种、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

今年，为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我们精心打造了 《永远的旗
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展览，通过“党旗昭昭领航
中国未来”“军旗猎猎铸就钢铁长城”“国旗飘飘走向历史辉煌”三大部
分，生动讲述了党旗、军旗、国旗发展演变的过程，揭示了旗帜背后的
感人故事，以故事缅怀革命先烈。

从战争到和平，从贫困落后到蒸蒸日上，从开创新中国的革命者到
新中国的建设者，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从未有丝毫动摇和改变。祖国
的未来，我们共同守护。 （本报记者 刘 兴整理）

1935 年 2 月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转移途中不幸被俘。在敌人的威胁利诱
下，他誓死不屈，临刑前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
岁”等口号，走到长汀城外罗汉岭的刑场。他自己找了块空地盘膝
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
义。每每想到此情此景，我总是眼含热泪。瞿秋白不畏强敌、临死
不屈钢铁般的意志从哪里来？从坚定的信仰中来。

作为一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者，我多年来致力于传承红色基
因，深入研究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学习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
念，砥砺前行的坚定信心，并在一次次培训中宣扬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让红色基因广为传播。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如磐，使命如
山。人民不会忘记，千千万万个像瞿秋白一样为了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共产党人。我们要从铭记历史中走向未
来，从延续红色精神中开拓前进，永远牢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
将红色基因传承创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

（本报记者 薛志伟整理）

我 1963 年出生于云南省马龙县，18 岁入伍成为一名战士，
1984 年 4 月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在身负重伤、双目失明的情
况下，带领全排收复两个高地，出色完成任务，荣立一等功，被中
央军委授予“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

1990 年以来，我始终坚持文学创作，至今在国内外发表诗
歌、散文 700 余篇，获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 21次。退休后除
了坚持全国巡回演讲和创作外，我投身到对退伍战士扶危救困的公
益事业，在 2014 年注册成立了北京助残爱心公益促进会。5 年
来，公益促进会的爱心人士四处奔波筹集善款，志愿帮助伤残退伍
战士、英烈英属和社会弱势群体，共志愿帮助1.7万人，许多人通
过扶智扶贫，再就业培训，走上工作岗位，也带动网上参与和关注
助残公益促进会的志愿者达14万人。

我觉得，成为英雄后，还要能放下荣誉再出发，不断超越自
己。每当我取得成绩，获得荣誉，我都会想起那些在我身边倒下牺
牲的战友。和平年代更需要“英雄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忠
诚、担当、奉献。我用自己的方式缅怀牺牲的英烈们，无论拿枪还
是拿笔我都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本报记者 李佳霖整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歌
词诉说着每位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依恋和崇敬。现在，伟大的
祖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跨越，
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这其中，凝聚着无数建设者、奋斗者的努
力。正是有了这些奋斗者数十载的发奋图强，才有了祖国的美好
今天。

作为一名基层审批人，我见证了群众办事从“来回跑”到“零
跑腿”，从“一站式”办结到无差别“一窗式”服务的变化。现
在，区级驻厅行政许可事项 100%打通“零跑腿”路径，“零跑
腿”实际办件量比例已达 60%，这些都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

我们都是建设“放管服”改革之路的螺丝钉，如何让改革之路
坚实顺畅，在基层服务工作中就要做到“想群众的难、说群众的
话、办群众暖心的事、让群众满意”。在新中国70华诞之际，我要
学习和继承奋斗者们的精神，用能干事的锐气和干成事的底气不懈
奋斗，继续开展“服务到企业、服务到项目、服务到社区、服务到
居民”的“四到”工作，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标准化、精细化
水平，努力让““零跑腿零跑腿””实际办件比例再提升，让更多的企业愿意
来、留得下，也让更多群众也让更多群众享受到便利和实惠。

（本报记者 刘 成整理）

在大庆油田发现 60 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当全体起立，共唱
《我为祖国献石油》 时，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铁人王进喜和几万名
会战职工，住地窨子、啃窝窝头，人拉肩扛运钻机、爬冰卧雪搞会
战的动人场面；好像又回到了自主创新、突破瓶颈，探索世界领先
勘探开发技术的火热一线；似乎又听到了历届老领导，要我们永远
保持民气、士气、志气的教诲和嘱托。

1205 钻井队组建于 1953 年，第三任队长就是铁人王进喜。
2018年5月份，我光荣地成为1205钻井队的第21任队长，自那一
天起，“立铁人品格，做标杆旗帜”成为我的努力方向。我把提升
职工素质作为队伍建设的根本，通过老带新、师带徒等方法，使队
员们的业务水平迅速得到提高。同时，我大力推进精益钻井生
产，控制和优化每一道工序的关键绩效指数，大幅降低了非生产
时间。

过去，让国家不为缺油发愁是石油人的使命；现在，保证国家
能源安全仍然是我们石油人最大的责任。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大庆精
神、铁人精神新内涵，我一定“踏着铁人脚步走”，坚定传承大庆
精神和铁人精神，跑好“接力棒”。

（本报记者 马维维整理）

陕西果业集团延安苹果公司王鑫：

党员就得心有群众
1957 年，承载着全国人民希望的武汉长江大桥落成通车，新

中国桥梁行业也翻开了崭新篇章。
那时，物资紧张、条件艰苦，但国内涌现了一大批爱岗敬业的

桥梁建设者。他们突破技术难关，克服极限考验，为桥梁行业奉献
着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比如，在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时，主持大
桥设计和施工组织工作的大桥局总工程师梅旸春不分昼夜地奋战指
挥，由于过度劳累，在大桥尚未建成之时，就倒在了工地上。他是
时代的缩影，更是无数为桥梁事业奋斗终生的建设者的代表，是我
们需要铭记和缅怀的榜样。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中国桥梁事业已有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从举国之力修建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
到荣获国际桥梁大会“乔治·理查德森”大奖的世界首座六线铁路
大桥——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再到举世瞩目的港珠澳大桥，从建
成学会，到发奋图强、融入市场，再到追赶先进、领先世界，中国
桥梁已然成为一张闪亮的世界名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作为中铁大桥局的总经理，我将
率领这支“建桥国家队”立足岗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奋
进，不断“跨越天堑、超越自我”，助力中国在建设“桥梁强国”
和“交通强国”的道路上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中铁大桥局总经理文武松：

跨越天堑超越自我

我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骨关节科的一名医生。我生于上世纪
80年代，成长过程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亲身感受了改革开放
给神州大地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并充分享受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给
人民群众带来的红利。

高考填报志愿时我选择了医学院并立志成为一名医生，像我心
中的英雄白求恩医生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2003年医学院毕
业后，我来到了深圳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希望在这片我从小向往
的土地上放飞自己的梦想。

2003年正值“非典”肆虐，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很多
医学前辈和同仁为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英雄和楷模。

从那以后，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学习，努力工作。我深
知，只有有了过硬的技术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
航。我考取了骨外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深圳市龙岗中心医
院的一名骨关节科医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每一台手术，用
真诚和真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并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
们解除病痛，是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

(本报记者 杨阳腾整理)

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骨关节科医生代宇：

练就本领守护生命

宁夏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省份，这几年铁路部
门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陆续开通了中欧班列、
中阿班列等，一趟趟载着希望的货物列车穿山越岭，
为宁夏及其他相关省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
贡献。

银川南站于2010年12月份开通使用，按业务性质为
货运营业站，主要办理客货列车的到达、出发、会让及通
过作业，担负部分货物列车摘挂、编解作业，承担银川市
及周边地区各种货物的到达和发送业务。

银川南站值班站长王国锋和他的班组主要工作是调车。这
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安全责任十分重大。在王国锋的带领下，班
组成员严密组织，精心作业，保证了国际货运班列安全有序开行。中
欧、中阿等货运品牌列车、铁水联运集装箱班列等陆续开行，打通了国
际运输物流通道，不仅让宁夏的大宗物资走出国门，也让宁夏的滩羊
肉、鲜牛奶等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也为身边有这样的同
事而自豪。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为“一带一路”倡议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拓兆兵整理）

左图 9月 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

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申 宏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国庆节当天，我会和大部分人一
样，守在电视机前，收看盛大的阅兵仪式。每念及此，我就会想起
已经过世的老兵爷爷的故事。

我的爷爷参加过淮海战役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延
安第一批农机操作技师，投身农业事业，一干就是一辈子。爷爷的
勋章都被他精心收藏在一个小铁盒里，除了拿给我看以外，他几乎
从未向外人展示过。在他的心里，这些既是荣誉，也是心痛的战争
记忆。他对战争的描述，除了让孩提时的我热血沸腾之外，也让我
更加了解新中国建立的不易。

爷爷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他一辈子坦坦荡荡，从未谋过私
利。用他的话说，共产党如果不是心中始终装着群众，凭什么能打
胜仗。作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做到人民至上。

受爷爷影响，我现在是“农口”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让延安
的苹果销路更顺畅，是我的奋斗目标。实际上，在我选择进入这个

“一辈子和农民打交道”的职业时，有很多不赞同的声音，觉得没
前途，觉得我傻。但是，我特别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当地
群众带来收益，让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变得更加富饶美丽。这是我
作为党员的心声，也是我的承诺。 （本报记者 雷 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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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

行。图为少先队员向英烈献花。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