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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3次身负重伤、失去右眼的老红军张绪，离休后
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22年矢志不渝宣讲党的理论。去
世前，他留下遗嘱，捐献遗体用于科研，把自己最后的所有也
献给了党和人民。

17本学习笔记和57本日记，是张绪光辉一生和崇高精
神境界的写照。学习笔记，记录着他钻研党的理论的心路历
程；日记，凝聚着他对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深刻感悟。

张绪1937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在战场上，他经历过
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100多次。

他在笔记中写道：“我3次身负重伤，都是战友、群众把我
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奉献
到老，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

张绪1983年离休。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共产党员
永远没有二线，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些
工作。”

离休后，他把对党的深厚感情融入到学习、宣讲党的理论
的新征程中。1986年10月，“老战士报告团”成立，张绪被推
举为团长。此后，他带领报告团先后到过20多个省区市作报
告，被誉为“党的报告员”。

他把理论要点做成小卡片随身携带，走到哪儿、讲到哪
儿。他要求报告团，“传统报告要以情感人，理论辅导要以理
服人”。

他的左眼视力只有0.3，每次作报告前，必须拿着放大镜准备讲稿。不管是在
城市还是偏远山区，张绪都做到了报告团每请必到。2005年上半年，湖北老河口
空军某训练基地邀请报告团去作报告，84岁高龄的他，被多种疾病缠身，毅然亲赴
现场。数百公里长途奔波，回到武汉，他肠道出血住进医院。

22年间，张绪和战友们为军地作报告2700多场，直接听众达200多万人次。
报告团先后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和“全国老有所为先进集体”称号。

张绪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公私分明。他的4个儿子均在部队服过
役，身为军级干部，他从没为儿子们上学、提干等向组织开过口。

曾经，他的二儿子、三儿子夫妻俩均下岗，生活极为艰难。但他在日记中写道：
“不能因为家里的事破坏了党性原则。困难总是会有解决的时候。”

2006年6月，张绪请报告团成员毛兰成帮自己录了一张光盘。在光盘里，他
对儿子们说：“我参加革命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金，也没有给你们留下银，留给
你们的就是这张光盘。里面是我的革命经历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做人准则。
你们要经常看一看，不要忘记你们是红军的后人。”

2008年2月19日，张绪因肺部感染又一次住院。3月28日，他病情恶化进入
昏迷状态，直至5月1日逝世，终年87岁。

1998年，张绪立下遗嘱，要求死后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江城。他逝世后，家
人发现他不知何时立了一份新的遗嘱。在这份新的遗嘱里，他写明捐献遗体——

“挥泪告别众亲朋，含笑去见马克思。遗体捐医供科研，团结战斗寄哀思。”最终，家
人按照遗嘱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武汉市红十字会。

文/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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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第77集团军某陆航旅运输直
升机营官兵每次经过营区中的一棵石
榴树时，总要心怀敬意、默默注视。

16年前，该旅特级飞行员邱光华
亲手种植的这株石榴树苗，如今已长成
大树。

邱光华，羌族，四川茂县人，1974
年4月入伍，1976年6月入党，我军第
一代少数民族飞行员，历任原成都军区
某陆航团飞行员、副大队长、大队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军装备某新
型运输直升机。新装备列装，邱光华第
一个报名，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机改装训
练当中。原定半年改装时间，他只用了
3个月，并很快担任了中队长、副大队
长、大队长，成为团里的骨干飞行员。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邱光华老家茂县受灾严重。团
党委考虑到他的家人下落不明，况且他
本人还有几个月就到停飞年龄，准备安

排他执行地面指挥任务。
得知这一消息后，邱光华马上向团

党委递交了请战书。
从成都到理县的空中航线，是典型

的“两山夹一谷”，被称为“死亡航线”。
5月31日下午，邱光华机组奉命运送
卫生防疫专家前往理县。

从理县返航约半小时后，邱光华驾
驶的“734号”直升机进入映秀镇、草坡
乡上空。突然间，大片浓云密雾一下涌
了过来，遮蔽了狭窄的空中通道。“不要
动，看下航向！”这是邱光华留下的最后
声音。接着直升机就从通信信号中消
失了，从战友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6月10日10时55分，经过11天的
全力搜寻，官兵们在汶川县映秀镇西北
7.5公里的3511高地找到了失事的“734
号”直升机残骸，邱光华、李月、王怀远、
陈林、张鹏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5位勇士永远地走了，他们把忠诚写
在了祖国蓝天，把热血洒在了川西大
地。抗震救灾中，邱光华机组一次次冒
着生命危险，飞赴汶川、映秀、理县等重
灾区，累计飞行50多个小时、63架次，运
送物资25.8吨，转运受灾群众200多人。

6月14日，中央军委授予某陆航
团“抗震救灾英雄陆航团”荣誉称号，给
机长邱光华追记一等功。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据新华社电）

邱光华：雄鹰出击为人民

武文斌出生在河南省邓州市一个
尚武的农村家庭，从小就对军营充满向
往。高中毕业时，他被河南一所大学机
电一体化专业录取，却毅然决然选择
从军。

入伍后，武文斌被分到了原济南军
区“叶挺独立团”一营二连——这也是
红军长征中涌现出“飞夺泸定桥二十二
勇士”的连队。

武文斌苦练军事技能，钻研军事知
识，学习科学文化，志在成为一名最优
秀的军人。

2003年5月的专业考核中，仅仅
接受了3个月训练的武文斌，就熟练掌
握了炮手专业的全部基础练习内容。
在随后的全团“铁军杯”军事比武中，他
勇夺“炮手快瞄课目”第一名。

2005年7月，武文斌以全团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测绘
学院士官大专班，圆了自己的军校梦。

2008年5月13日凌晨，武文斌所
在部队接到紧急赴四川地震灾区执行
抗震救灾任务的命令，原本被连队安排
留守的武文斌主动请战，前往灾区。

到达灾区后，武文斌和战友们始终
奋战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在执行任务
过程中，武文斌始终坚持在最苦最累的
战斗一线，被战友们称为“拧不坏的螺
丝刀”。

6月9日，连队奉命帮灾区群众安
装板床，武文斌抢着承担了繁重的拧螺
丝任务，手套磨破了，就开始“徒手作
业”，满手都是血泡。战友让他休息休
息，他说：“不碍事，我们早一分钟把床
装好，群众就少受一分钟的罪。”

一天下来，全连安装了800多套板
床，武文斌一个人就安装了50多套，拧
了1400多个螺丝。当战友问他为什么
干得这么快时，他举起打着血泡的手，
自豪地说：“看，我们铁军都有双铁手！”

6月17日晚，连续劳累几天的武
文斌和战友们再次执行活动板房的卸
载任务。任务完成后，他却放弃休息时
间，又去帮助别的班排战友卸车。当晚
21时许，武文斌因过度劳累而导致肺
部出血，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

这一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抗震
救灾英雄战士”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电）

武文斌：我们铁军都有双铁手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直属队防化
连“周波荣誉室”里，陈列着周波同志塑
像、生前使用过的训练器材、撰写的教
育心得体会文章和入党申请书以及其
所获荣誉。周波生前宿舍里，官兵们坚
持日常保持烈士的床铺整洁，仿佛烈士
还和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

周波，1987年生，2006年入伍，重
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双石乡兴园村人，生
前系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师防化连三排
九班战士，上等兵军衔。

2008 年 2 月 14 日下午，寒风刺
骨。师司令部直属队组织新兵实弹射
击，周波和战友刘冰恒奉命在靶场围墙
外担负警戒任务。靶场旁，有一个砖厂
取土形成的大水塘。驻地徐辛庄小学
三年级学生臧国帅、高昊在冰面上玩耍
时，冰层突然破裂，两人落水。

听到呼喊声，周波和刘冰恒冲向落
水点，奋不顾身跳进冰窟窿。他俩将臧
国帅托上水面时，冰面又一次塌陷。刺
骨的冰水中，周波和刘冰恒尝试多次，
才将臧国帅推出冰窟。此时，周波严重
呛水。刘冰恒见状，左手托着高昊，右
手抓住周波上衣。“别管我，先救孩
子……”周波挣脱了刘冰恒的手。

战友和驻地群众闻讯赶来，救出落
水儿童和两名战士。此时周波已昏迷

不醒，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两
名落水儿童得救了，周波却献出了年仅
21岁的生命。

周波牺牲后，北京卫戍区党委批
准周波为烈士，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原北京军区党委作出关于开展
向周波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北京市
政府追授其“首都见义勇为荣誉市民”
称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
原总政治部追授其“全国见义勇为模
范”称号。2009年，中央军委追授周
波“舍己救人模范警卫战士”荣誉
称号。

周波同志奋不顾身跳入冰窟，勇救
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英雄壮举在首都
各界广为传颂，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
响。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其在入党申
请书中的誓言，他的英雄事迹充分体现
了一名“80后”战士敢于牺牲的战斗精
神和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体现了舍生
忘死为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

周波牺牲后，其生前所在连专门建
立“周波荣誉室”，参观荣誉室成为新兵
入营第一课，全连每天点名第一个名字
是“周波”。每年清明节，官兵们都自发
组织纪念活动，缅怀英烈。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新华社电）

周波：英雄壮举广传颂

2008年3月21日，以不法分子曲
多为首的一群暴徒冲进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达日县上红科乡乡政府，砸毁
了乡政府办公室的玻璃，围攻、追打工
作人员，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一个多月后的4月27日，公安机
关收到线报，犯罪嫌疑人曲多在达日县
上红科乡昂叉沟的家中出现。警情就
是命令，达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拉玛才旦立刻带着干警前往抓捕。

4月的高原还是冰天雪地，抓捕路
上风雪交加。快要接近曲多家时，眼尖
的拉玛才旦大喊：“房后有人跑啦！”其
他三位民警迅速冲到房后，发现一人正
蹲在地上。眼见被警察包围，此人猛地
站起来从怀中掏出手枪与民警对峙
——他就是曲多。民警当即鸣枪警告，
要求曲多缴械投降。曲多不但没有投
降，反而持枪向房屋另一头逃去。

听到枪响的拉玛才旦立即从另一
面围堵，两人几乎同时扣动了扳机……
犯罪分子被击毙，年仅33岁的拉玛才
旦也永远倒了下去。

藏族青年拉玛才旦1996年参加工
作，历任达日县下红科乡派出所所长、
吉迈镇派出所所长、达日县公安局刑警

大队大队长等职务。在吉迈镇派出所
担任所长期间，拉玛才旦尽职尽责，为
百姓排忧解难，几年间，破获6起偷牛
盗马案件，追回牲畜60余头，挽回群众
经济损失10余万元。

2007年，上级任命拉玛才旦为达
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为了尽
快熟悉工作，拉玛才旦不断走访牧民群
众，加班加点审核案卷了解案情。在他
的带领下，刑警大队全体民警干劲高
涨，他们没白没黑地研究案情、侦破案
件，没人喊苦叫累，大家都在为正义和
公道而努力。

付出总有回报。在拉玛才旦的带
领下，刑警大队当年就迈入先进行列。
2007年一举破获刑事案件8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12人，命案破案率达到
100％。这在县公安局、州公安局的历
史上开了先河。

拉玛才旦牺牲后，被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公安部联合追授为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青海省人民政府批
准他为革命烈士。中共青海省委政法委
也作出了向拉玛才旦同志学习的决定。

文/新华社记者 王 浡
（据新华社电）

拉玛才旦：为正义和公道努力

“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他张开
双臂，为学生撑起一方安全地带，用51
岁的生命诠释不朽师魂。他叫谭千秋。

谭千秋，男，中共党员，1957年 8
月出生，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步云桥镇
岩前村人。1978年3月，谭千秋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湖南大学政治专业学
习。毕业后，学校准备让他留校任教。
他却主动请缨：“我要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一个月后，他如愿以偿地被分
配到四川东方汽轮机厂职工大学工作，
随后又到东汽中学任教。2000年9月
被评为四川省特级教师。

2008年 5月12日14时28分，东
汽中学高二（1）班里，谭千秋老师正在
给同学们上课。突然，教室一阵剧烈摇
晃，课桌椅开始抖动。地震了！他意识
到情况不妙，大喊着让同学们往操场上

跑。几秒钟后，教学楼开始坍塌，看着
身边4个来不及逃离的孩子，谭千秋用
双手奋力将他们塞进课桌下，然后，他
弓着身子，张开双臂紧紧地趴在课桌
上，用血肉之躯铸成了一道钢铁长城。

5月13日，当搜救人员从教学楼
坍塌的废墟中搬走压在谭千秋身上最
后一块水泥板时，当场所有人都禁不住
潸然泪下。他跪仆在地，伸开双臂，在
他身下，蜷伏着4名学生，而他的后脑
却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谭千秋折断
了他的翅膀，让学生们继续展翅飞翔。
他用生命诠释了爱与责任的师德灵魂，
他那张开双臂的身躯成为人们心中一
座永不倒塌的丰碑。

震后，谭千秋被追授全国抗震救
灾优秀共产党员、抗震救灾英雄等荣
誉称号，2019年被授予新中国“最美
奋斗者”。

10余年过去了，当年变为废墟的
东汽中学在德阳市区旌湖之畔重生，如
今的东汽八一中学正以“求适教育”为
理念，为不同层次的学生拓宽着成才途
径。书声琅琅，激情飞扬，一届又一届
的学生从这里成为追梦人，开启自己的
人生。

文/新华社记者 张海磊
（据新华社电）

谭千秋：以生命保护学生

冯理达是我国优秀的医学专家，是
爱国知识分子的榜样。2008年2月8
日，她走完饱经沧桑又激情燃烧的83
载人生——

她是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的女儿，
是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之一，被授予

“有突出贡献的早期归国定居专家”荣
誉称号。

临终前，冯理达嘱咐儿子代她交上
1万元党费。交完党费，她的工资卡里
仅剩下85.46元。“我对中国共产党从
了解到热爱，再到执着追随，历经风雨
不改志。”这是冯理达生前常说的话。

从父母爱国的言传身教中，冯理达
心中播下爱党信党跟党走的火种。
1949年，党和政府将她送到苏联攻读

免疫学。刚到苏联，她就向中国留学生
党支部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获得免疫学副博士学位后，冯理达
到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工作，
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消毒研究室。

1975年12月23日，是冯理达终生
铭记的日子，组织终于批准她加入中国共
产党。听到消息，她激动得流下了泪水。

伴随着科学春天的到来，原海军总
医院成立免疫学研究中心，冯理达被任
命为中心主任。她一心扑在事业上，建
起我军第一个免疫学研究中心，创立了
免疫物理学、免疫康复学和部队免疫
学，主编学术专著8部，发表学术论文
60余篇，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防病治病新途径。

冯理达淡泊名利、生活俭朴。一条
棕色的毛裤磨出了两个洞，她补了又补，
穿了20年，直到去世前还穿在身上。她
把扶贫帮困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捐助
出去的钱物累计达300多万元。

冯理达用一生的实际行动诠释了
“把一生献给党”的誓言和爱国报国的
崇高理想追求。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据新华社电）

“一束白花为你送行，泪眼蒙眬中
又看见你的身影，你那短暂一生就像一
道彩虹，你用青春奉献人民，用生命书
写忠诚……”这首《为你送行》，传唱的
是“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陈大桂。在10
多年前的汶川特大地震中，他用年轻的
生命换来了11名乡亲的重生。

陈大桂，羌族，四川省绵阳市北川
羌族自治县擂鼓镇陈山村人。1982年
11月出生，2001年3月入党，同年9月
入伍，2005年6月毕业于第二炮兵工
程学院，生前系某旅技术分队副连职排
长，中尉军衔，曾荣立三等功 1 次。
2008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
委追授陈大桂“全国抗震救灾模范”荣
誉称号。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在家准备筹办婚礼的陈大桂，临
危不惧，组织村民撤离。

“地震了！快跑——”村民们惊慌
失措。陈大桂迅速环顾四周，发现西南
方向的山体没有发生滑坡，立即把手一
挥向大家喊道：“快，快向那边跑！”跑了
10多米，一条水沟挡住大家的去路。陈
大桂迅速站到水沟旁，帮助群众通过水
沟。此刻，他的家人还挤在人群后面。
时间就是生命。陈大桂顾不上家人，一
个接一个将身边的村民托到沟对面。

就在这一刻，巨大的泥石流猛扑过
来。陈大桂一家5口和另外4名村民被

吞没。村民们悲痛万分：“我们的后半生
是大桂用命换来的，就是用手挖也要把
他挖出来。”在震后的废墟一角，他们挖
出陈大桂的一些荣誉证书和遗物，这已
成为陈大桂留给乡亲们永久的纪念。

心中有魂，脚下有根。仅仅追溯陈
大桂在部队当排长的3年，就可以看到
一个革命军人的光辉形象——

2006年春，部队驻地发生森林大
火，陈大桂奉命带领官兵赶赴火场。
战士刘清华被困在火中，最后因缺氧
窒息，晕倒在火海中。危急时刻，陈
大桂冒险冲进火场，把小刘背到安全
地带……

2008年初，我国南方地区发生大
面积雨雪冰冻灾害。陈大桂主动请
缨，带领官兵赶往训练场，清理积雪。
大棚突然垮塌，战士高新伟正站在棚
底。陈大桂猛冲上前，用力将高新伟
向后一推……高新伟毫发无损，陈大
桂躲闪不及，倒下的钢筋砸在小腿上，
血流不止……

2008 年 4 月，营里组织阵地伪
装。一辆装满砂石的自卸车高速倒车，
陈大桂发现一名战士正在车后整理伪
装网。眼看就要撞上了，大桂大喊一
声：“闪开！”一个箭步冲上去，把这名战
士推到一旁，自己的右臂被撞了一下，
造成右肩肱关节脱位……

“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才
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在陈大
桂的学习笔记本扉页上，留下这样一
句话。

如今，在陈大桂的墓碑前，已是山
花遍野。这里的人们永远铭记陈大桂，
因为他用生命践行了“随时准备为党和
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言，书写了一
名革命军人对党的无比忠诚。

文/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李兵峰
（新华社电）

冯理达：历经风雨不改志

陈大桂：用生命书写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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