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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辉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
族自治县曲山镇一个普通回族家庭，
199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北川团县委副书记、书记，通口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县政府办公室
主任，副县长等职务。

2013年5月23日，兰辉在检查乡
镇道路和安全生产时不幸坠崖，因公殉
职，年仅48岁。5月25日上午，北川细
雨蒙蒙，上千名干部群众自发赶到殡仪
馆送他最后一程。人们紧紧握住兰辉
家人的手，痛哭失声：“兰县长不在了，
就把我们当成亲人吧！”

参加工作以来，兰辉始终把党和人
民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他随时保持

“箭在弦上”的工作状态，宁让身体透
支，不让工作欠账。在抗击汶川特大地
震中，他坚守抗震救灾最前沿，顾不上
寻找遇难的3位亲人，一次次组织抢通

“生命线”；灾后重建，他勇担交通运输、
安全生产等最繁重、最艰难的工作任
务，保证群众走上“放心路”，实现北川
3年无重大安全事故。

兰辉的同事陈国兴说，由于工作繁
忙，兰辉有时一天只能休息两三个小
时，累了困了就在车上躺一会儿。一米
七二的身高，体重不到60公斤，不仅患

有痔疮、肛瘘，还有很严重的胃病、肝
病。2013年4月下旬，他的痔疮和肛
瘘发生化脓性感染才住院治疗，做完手
术后，又执意提前出院。

“人不能只顾自己，要多为别人想
想。”这是兰辉的胸怀，无论做人还是为
官。他总是把群众的事当成大事倾情
关心、用心去做，人们说兰辉就像冬天
里的一把火，走到哪里哪里就暖和。多
年来，兰辉始终把群众当亲人，北川不
少群众都熟知兰辉的手机号码，群众的
一个电话，他都会记在心里，先后帮助
了近200名生活困难群众。

在兰辉的协调下，靠蹬人力三轮车
维持一家生计的母军贤当上了县档案
局的门卫，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在兰
辉的资助下，特困家庭子弟林涛放弃了
辍学打工的想法，考入绵阳师范学院。

兰辉走后，很多接受他帮助的人才
知道，兰县长家里并不宽裕。他的爱人
是一家单位的临聘人员，哥哥、弟弟在
外打工，但他从不违背原则打招呼，从
不给亲人办一件私事。

兰辉走了，他用一生，走遍了故乡
的山和路，也走进了百姓的心坎。白坭
乡的铁索桥，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师范生
志愿到偏远地区教书的跋涉；擂鼓中学
的矮脚桌，记住了这个青年教师批改作
业到深夜的倦乏；团县委的办公室，记
住了这个热心的团干部为筹建希望小
学打出的上千个电话……

英雄已故，精神长存。兰辉因公殉
职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等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据新华社电）

兰辉：时刻把群众装在心上

1960年汪洋湖参加工作后，主管
过党务、工青妇、公检法；抓过农林、
财贸和水利，他努力使自己成为行
家。“创新、实干、研究”是他制胜的
法宝。

“他干啥务啥，不管工作多忙多累，
回家必读书看报整理资料。”吉林省水
利厅安全处原处长马德福说。

读书让他永葆活力，他主持水保工
作期间，发明了保水保土与发展坡地经
济相结合的“竹节式梯田法”，还荣获吉
林省科技兴农一等奖，是公认的“没有
职称的水利专家”。

他没有收过礼，没有谋过私利，一
生清贫。担任吉林省水利厅厅长时，一
个书柜、两个木箱、两口水缸几乎就是
他的全部家当。

工作常年在外，他坚持住办公室，
不住招待所和宾馆，在他的床下总有一
箱方便面，还有一只跟随他十几年的小
铝锅。汪洋湖爱吃鱼，但在担任吉林省
水利厅厅长期间，为避免所管理的水库
送礼，却谎称自己不吃鱼。

刘圣金是吉林省水利厅原总工程
师，有一次夜里两点多，汪洋湖给他打

电话，让马上到单位研究重大技术方
案。“研究到天亮时，我说一起去吃口早
餐吧，他让我去喝粥，说自己吃方便面
就行，省钱。”刘圣金说。

在汪洋湖发明的“竹节式梯田法”
获奖后，他下令把奖金平分，参与者人
人有份，一算每人200元。马德福把
200元送给他时，汪洋湖抽出100元装
进信封：“过年了，给你母亲买点啥。”时
至今日，马德福仍然没舍得打开，当年
封面写下的祝福语笔迹仍旧让他眼眶
红润。

汪洋湖还是一把“铁锁”，在原则问
题上，连家人都过不了他这道关。

家人们借不上他的光，一家人周末
外出，从不坐公车。与爱人两地生活
30多年，每逢节假日他都自己掏钱买
票坐车。小女儿家想干个体建筑，他却
说：“想都别想，碰都不能碰，正常竞标
也不行！”

1998年抗洪抢险后，国家加大水
利建设投入，他严把资金使用和工程
质量关。1999年国家和省有关部门
对水利厅资金使用管理进行14批次
检查，均未发现违规问题。对水利专
项资金建设项目进行质量检测44628
次 ，单 元 工 程 质 量 合 格 率 达 到
100％……

“干净、干事、出活”是他常挂在嘴
边的关键词。2003年汪洋湖来到吉林
省人大工作，上班第一天就提出：人大
工作，应当有所为，2005年吉林省建立
起立法后评价机制，2009年吉林省人
大首次邀请百姓听证立法，在全国走在
前列。汪洋湖终年71岁。

文/新华社记者 徐子恒
（据新华社电）

汪洋湖：骨子里“务实、干净”

“救我……救我！”听到急促的呼救
声，时年22岁的陈洲贵没有一丝犹豫，
立即冲进波涛汹涌的海水，遇险群众被
他拼命推到了浅水区，陈洲贵自己却被
海浪淹没。

陈洲贵出生于1991年3月，生前
是中国人民武警学院边防系十三队学
员。2013年7月31日，回到福建东山
老家探亲的陈洲贵正在海边漫步，强风
突起，平静的海面卷起两三米高的巨
浪，泥沙迅疾扑向海岸，正在海里游泳
的游客惊慌失措，呼朋唤友大声喊叫着
逃向岸边。

喧嚣嘈杂之中，陈洲贵听见呼救
声，“救我……救我！”他转过身顺声望
去，只见在距离岸边五六十米远的海水
中，有人一浮一沉，挥动着双手在努力
挣扎。

“不好，有人溺水！”谙熟水性的陈
洲贵一边向海水中狂奔，一边脱掉迷彩
服、鞋子，一头扎进海水中，以最快的速
度向溺水者靠近。溺水群众已经体力

透支，开始下沉，陈洲贵顶着迎面扑来
的海浪，用肩膀把溺水者一点一点向岸
边推。几经艰苦搏斗，溺水者终于被陈
洲贵推到靠近沙地的安全地带。

群众获救了，英勇救人的陈洲贵却
耗尽体力，不幸沉没于海水之中，又被
海浪卷入汹涌澎湃的大海，壮烈牺牲。
2013年8月4日，陈洲贵的遗体在远离
事发地点的马銮湾附近海域被打捞
上岸。

陈洲贵牺牲后，公安部追授他“为
民献身的模范学员”荣誉称号，并授予
他“二级英雄模范勋章”，教育部追授他

“全国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
在短暂的军旅生涯中，陈洲贵用珍

贵生命交出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答卷，他
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
自己，谱写了一曲壮丽的英雄赞歌，用
行动实践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
承诺。

文/新华社记者 王 成
（据新华社电）

陈洲贵：为民献身的武警学员
郑益龙，广东潮阳人，1979年1月

出生，1997年12月入伍，1998年12月
入党，原武警广东总队广州支队四大队
副政治教导员。2013年3月1日下午，
郑益龙外出看病途经珠江西堤码头时，
因抢救落水群众而牺牲，被武警部队授
予“为民献身的忠诚卫士”荣誉称号，被
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善把勤奋当天赋，不达目的誓不
休”是战友们对郑益龙的印象。1998
年7月，驻地发生特大洪水。上级本来
安排他留守，郑益龙却带着决心书找支
队领导主动请缨，去抗洪一线抬石块、
扛沙包、堵管涌。一次，他驾驶冲锋舟
转移群众，刚踩着梯子从三楼将一名
60 多岁的老大爷背出来，楼房轰然
倒塌。

当指导员时，郑益龙是出了名的
“拼命三郎”。为改变中队面貌，他经
常加班熬夜，中队建设有了很大起
色，自己却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医生几次叫他动手术，他为了不

影响工作只做了复位推拿保守治
疗。最终，多年的后进中队进入了先
进行列。

2013年3月1日下午，一名游客在
广州市珠江西堤码头亲水平台不慎坠
入江中。看病路过这里的郑益龙迅速
冲向事发地点，边跑边脱掉军装和鞋
子，纵身跳入江中。

由于亲水平台堤岸高出水面约2
米且无攀附物，郑益龙一手抓住不会游
泳的落水游客，一手奋力划水逆流向附
近的浮排游去。突然，一个急浪将两人
冲开，郑益龙将唯一的救生圈让给游
客，自己却被滚滚江水卷走。3月4日
20时 50分，郑益龙的遗体被打捞上
岸，34岁的年轻生命永远留在了春潮
涌动的珠江之中。

英雄没有远行，牺牲亦是长存。每
逢清明和郑益龙牺牲纪念日，人们都到
珠江岸边缅怀英雄。

文/刘 新 黎晓晖 廖彬华
（据新华社电）

郑益龙：忠诚为民的“拼命三郎”

贵州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从“苦甲天下”到如今的林
茂粮丰，离不开一位“老愚公”——文朝荣的付出。几十年
来，他以赤子之心带领村民用绿色斩穷根，在苦寒的乌蒙大
山深处种出一片幸福地。

20世纪80年代初，地处喀斯特山区的海雀村，土壤贫
瘠，森林覆盖率不到5％。“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了，可就
是产量上不去。”1982年开始担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的文朝
荣很是焦虑。

土地广种薄收，风沙漫天，村民穷得只有住杈杈房、衣
不蔽体，海雀村陷入了贫困的怪圈。

“只要山上有树，就可把风沙挡住，山上有林就能保山
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
有粮。”向贫困宣战的想法在文朝荣心中萌芽。

白天种树、晚上油灯下钻研造林技术，文朝荣以身
示范，2年内在山上种出了千余株华山松。1986 年冬，
在文朝荣号召下，300 余名青壮年每天冒着严寒挖树
窝、种树苗。百余公里的运苗路上，山路泥泞，大家
风雨无阻。三更半夜，文朝荣经常是把洋芋煮好，第
二天一大早背上山，拿来给大伙分吃；看大伙实在太
累了，他悄悄把妻子为女儿坐月子准备的鸡蛋也拿出
来……

经过3年苦战，海雀村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了华山
松、马尾松，造林面积1.16万亩，全村光秃秃的“和尚
坡”变成了绿色的林海。

植树造林是为“将来”造福，群众不能饿着肚皮绿化荒山。文朝荣又开始琢
磨提高村里的粮食产量。1989年，海雀村有了白色地膜覆盖种植，之后，文朝
荣又推行土地有机改良和杂交技术，土豆、玉米等粮食的土地单产得以提高。
1994年，海雀村粮食生产总量提高到14.5万公斤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
203.5公斤，村民吃饭问题基本解决。

文朝荣还带头捐资建学校。在他和多方努力下，海雀村建起了一栋8间校舍
的教学楼，还办起了学前班，全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

1995年，文朝荣从村支书岗位上离任后，一直担任义务护林员。他平时早
出晚归，精心呵护着他和群众辛苦种下的这片山林。多年来，这片林场从未发生
过一次火灾。

在他30多年坚持下，海雀村守住了这片林，森林覆盖率超过70％。因为林
地水源涵养充沛，还为周围7个寨子提供了饮用水源。

2014年，把树林视为生命的文朝荣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
岁。安葬他的墓地没有墓碑，正前方是海雀村的万亩林海。

弥留之际，文朝荣还不忘给前来探望的领导提出希望，盼望村里能在教育、
医疗等方面得到支持，让村民有更好的生活。

文朝荣的遗愿正在逐步实现。现在，海雀村有了漂亮的现代化小学和标准的
卫生室，村里的产业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今年春天开始，村子还要发展香菇大棚
种植、民宿旅游等经济产业。目前，海雀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万元，全村
220余户村民中，有了90多辆小轿车。

“老支书虽然人走了，但我们心里都怀念他。”海雀村村民王光德说。
文/新华社记者 李 凡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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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一声最近最近的蓝天，我挺
立在高高的雪山顶上。喊一声最爱
最爱的祖国，我用生命守护你的和
谐安康……”这首武警西藏总队原
司令员郭毅力创作的 《踏雪有痕》，
至今仍广为传唱。戍守边关 38年，
郭毅力将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一生
挚爱的热土。他的言传身教，激励
了一茬又一茬热血青年扎根高原，
驻守边疆。

郭毅力，1958年5月生，四川雅安
人，1976年12月入伍来到西藏，1979
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
长、副中队长、中队长、安全检查站站
长、边防检查站政委、原拉萨指挥学校
校长、原总队后勤部部长、总队参谋长、
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西藏总队司令
员等职。

2008年3月，为了确保奥运圣火
登顶珠峰，郭毅力先后3次率队实地
勘察拉萨至珠峰大本营的路线，详细
掌握任务区域情况，制定了应对交通
事故、自然灾害、车辆故障等六大类

18种突发情况的预案，并实地进行实
兵演练。4月28日8时50分，郭毅力
率队经过670公里的长途跋涉，护卫
圣 火 到 达 海 拔 5200 米 的 珠 峰 大
本营。

郭毅力对练兵备战工作极其严
苛。2010年年底，某支队圆满完成一
次大型任务，郭毅力却“挑”出了毛病：
驾驶员陌生路况适应力差，指挥员应急
处置不够坚决。

路上的问题，还得上路来解决。每
年把所有机动部队拉一遍的“全区域长
途机动拉练”构想，在郭毅力的脑海中
渐渐成形。

不久后，千里大机动在风雪中
启程。

一些单位报告：某型装备身长体
重，在国道“天险”段运动不便，可否返
回？前方修路，可否推迟规定抵达时
间？遭遇塌方，无法前进……

平时训练缩手缩脚怕出事，战时
就会手忙脚乱出大事。郭毅力果断下
令：“路不通你打通，打不通你把车子
扛过来！”

瞄准实战，瞄准能打仗、打胜仗，郭
毅力带出了一支善战的高原部队，拉萨
支队等单位被评为全军军事训练一级
单位，他研究出的10多种战法在高原
推广。

2013年7月10日，郭毅力因积劳
成疾，突发心肌梗塞，累倒在工作岗
位上。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武警西藏总
队专门在总队史馆内设置了郭毅力先
进事迹展区，激励官兵以老司令员为榜
样，扎根高原献身使命，担当强军重任。

文/刘 新 葛 涛
（据新华社电）

郭毅力：把无限热忱献给祖国

2013年6月22日，云南省军区某
边防团二连连长付立志，因患横纹肌溶
解并发多脏器衰竭，倒在了比武场上。

付立志，河南滑县人，1982年10月
出生，2001年12月入伍，2004年3月
入党，历任排长、副政治指导员、连长。
入伍以来，他始终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
强军梦实践，呕心沥血练精兵，殚精竭
虑谋打赢，用生命书写了一位守望边
关、献身使命的优秀军人的从军誓言。

付立志从小就胸怀从军梦、报国
志，高中毕业后毅然投身军营。怀揣梦
想的他始终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积极
进取，勤学苦练，年年被评为优秀士兵，
被连队官兵称为“钢铁战士”。军校毕
业后，他主动要求到边防一线最偏远的
连队。他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誓言：铁
血丹心唯报国，矢志军营建功业。

当连长后，他坚持砺剑先砺己、强
兵先强身，要求官兵做到的自己首先做
到。当连长的两年里，付立志在个人比
武中拿下了7个单项第一、4个全能第
一，带领连队夺得12个单项第一、3个
团体第一。连队年年获评“军事训练一
级单位”，被驻地群众和友邻部队誉为

“中山猛虎连”。
“训练不拼命，打仗就丢命。”从军

以来，付立志始终把崇尚荣誉作为实现
强军梦的动力源泉，舍生忘死争第一。

2013年6月17日，团队组织第六
届“爱军精武”比武，正在河南老家休假
的付立志本来不必参加，但不放心连队
的他，最终回到部队。

6月19日，经过连续两天高强度
考核，二连综合成绩在全团排名第二，
付立志个人成绩位列干部组第一。武
装五公里越野是比武的最后一个课目，
也是二连的优势课目，付立志带领连队
向冠军发起冲击。

出发后，付立志在队伍中前后穿插
来回鼓劲。跑到约3公里处，他嘴唇乌
紫，大量出汗，排长冯对宏劝他：“连长，
实在难受，就慢点！”他咬着牙说：“别管
我，你快冲！”跑到距离终点约500米
处，付立志一头栽倒。战士们见他脸色
苍白、呼吸困难，都劝他不能再跑了。
付立志继续往前冲，但仅仅跑了100多
米就晕倒在地。

6月22日凌晨1时25分，付立志
的生命永远定格在31岁。医生的抢救
报告上写着：因长期劳累，体力严重透
支，引发横纹肌溶解并发多脏器衰竭。

文/新华社记者 樊永强
（据新华社电）

付立志：用生命守望边关
面对迅速蔓延的火势，刘洪坤主动

请缨、身先士卒，多次深入火场内部开
展侦查。然而，汹涌的火海引发部分建
筑物坍塌导致刘洪坤壮烈牺牲，他的生
命永远定格在35岁。

刘洪坤，1978年6月出生，2002年
6月入党，生前为北京市公安消防总队
石景山支队司令部参谋长。2013年
10月11日凌晨2时许，北京市石景山
区喜隆多购物中心发生火灾，火势迅速
蔓延，给周边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
巨大威胁。火灾当晚，刘洪坤并不值
班，但接到火警调度命令后，他立即从
家中赶往火灾现场，参加紧急扑救。

为使灭火救援战斗在最短时间内有
效展开，刘洪坤第一时间冲到大楼一层正
门，对内部火势进行抵近侦查发现，商场
外立面大广告牌挡住了水枪进攻道路，而
内部大量易燃服装又助涨火势迅猛燃烧，
大楼西侧基本形成立体燃烧态势。

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刘洪坤立即
把现场的消防战士分成2个攻坚组，进
入火场中央开展内攻灭火。刘洪坤背上
呼吸器，拖着几十斤重的器材，亲自带
领攻坚队进入大楼内部，冒着数百摄氏
度高温设置水枪阵地，全力堵截火势。

清晨5点，攻坚组推进到三层。就

在准备继续破拆时，队员们携带的空气
呼吸器发出警报。为避免发生意外，刘
洪坤立即安排大家轮流撤出更换呼吸
器，而他却选择与从外侧悬挂楼梯攻入
的另一名战友杨占国会合，原地换好呼
吸器后继续开展侦查。刘洪坤冒着炙
烤的热浪强行破拆，在极限条件下一直
进攻到四层的卷帘门前，直到新的呼吸
器消耗殆尽才被迫撤回。

5时38分，刘洪坤得到情报，商场
四楼的餐厅区存有大量煤气罐！周围
已经出现明火并呈蔓延趋势，一旦爆
炸，后果不堪设想！刘洪坤迅速背起呼
吸器，与战友刘洪魁一起，冒着随时可
能爆炸的危险，从环境尚未探明的东侧
疏散口上楼突击侦查，在视野全盲的浓
烟中向火场内部艰难挺进。

15时21分，刘洪坤、刘洪魁两人
遗体在坍塌的商场四层西北角位置被
发现。在巨大楼板坠落后的碎砖瓦砾
中，两名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仍然保
持着战斗姿态。

16年的从警生涯，刘洪坤用2000
多次灭火抢险救援的经历，填写出一份
共产党员先锋血与火的履历表。

文/新华社记者 吴文诩
（据新华社电）

刘洪坤：赴汤蹈火写忠诚
郭毅力（左一）

张 权摄（新华社发）

汪洋湖（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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