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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
不变的初心

1922 年 3 月，24 岁的周恩来在
给觉悟社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认
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
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是周恩来确
立共产主义信仰后昭告友朋的誓
言，也是他一生坚守初心、牢记使
命的精神动力。看似朴素浅白的一
句话，里面有热情，有坚守，有牺
牲，更有忠诚。

周恩来少年求学时，在一次修
身课上，老师提出了“为什么而读
书”的问题，同学们有的回答是为
光耀门庭，有的说是为帮父母记
账，有的说是为谋个人前途。13岁
的周恩来清晰而坚定地回答：“为了
中华之崛起！”这也成为周恩来在心
中立下的誓愿。

1939年 7月 10日，周恩来在到
中央党校做报告途中，因为延河水
涨，骑的马受到惊吓，把他摔了下
来。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
骨折。当时为周恩来包扎的大夫后
来回忆说：“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都
惊呆了。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
写字，坚持工作。骨折以后是很痛
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
脱下衣服检查时，看见他的内衣都
湿透了。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
坚持工作啊！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
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他
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
党工作。’”

就是这样，周恩来始终以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己任，奋斗不息，鞠躬尽瘁，为
中国共产党人树立起光辉的典范。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到法国
勤工俭学。1923年，邓小平加入旅
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 年，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旅欧共青团执委会工作期
间，邓小平全身心投入到党团工作
中，成为一名频繁活动的坚定的积
极分子。他在勤工俭学学生中积极
发展一批学生加入组织；在 《赤
光》刊物上撰文，运用马克思主义
的 阶 级 分 析 观 点 同 “ 国 家 主 义
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参加
领导声援五卅运动的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在重大集会上发表鼓
动人心的演讲。他因而成为法国警
察重点监视和驱逐的对象。根据党
组织安排，邓小平 1926年离开巴黎
到达莫斯科，系统学习马列主义理
论著作。

他曾在 《来俄的志愿》 中写
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
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
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
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
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
斗。”就这样，邓小平牢固树立起一
名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
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矢志不渝
为此奋斗终生，生动诠释了“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的真谛。

邓小平：
把自己交给党

龚全珍（右图），年逾90岁的离休
老教师，是开国少将甘祖昌的夫人。尽
管有着“将军夫人”的头衔，她却数十
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支持乡村建设，把
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挚爱写在青
山绿水间。

“活着就要为党和人民做事情，做
不了大事就做小事，干不了复杂重要的
工作就做简单的工作，决不能无功受
禄，决不能不劳而获。”半个多世纪以
前，因为共同的信仰和品格，甘祖昌和
龚全珍走到了一起。甘祖昌将军的梦想
是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这也成为
龚全珍的梦想。此后五十余载，龚全珍
倾力执教农村中小学的同时，也曾赤脚
下田，荷锄上山。尽管收入微薄，但龚
全珍倾尽所能，持续关注社会、关爱他
人，时刻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为民、务
实、清廉的不懈追求。

年老离休的她又发挥余热，心系下
一代，走进学校、机关、部队、工厂，
义务向青少年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
教育。“我从不认为自己身份特殊，但
我有一份特殊的责任，就是要把甘祖昌
将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下去。”龚全
珍说道。

永葆初心的“将军夫人”

1994年，25岁的彭祥华来到福建
中铁二局工作。起初他被分配做木
工，但他对爆破工作却展现出极大兴
趣，不但积极向前辈请教，就连一本

《实用爆破技术》也被他翻得连封面都
快掉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从
木工成功转型为爆破工。

2015年，彭祥华参建川藏铁路的
拉萨至林芝段，在一次精准爆破后，
山体内蓄水大量涌流出来，此时的隧
道岩体浸水软化，危石松动，隧道崩
塌的可能性极大。经多方紧急讨论
后，由彭祥华提出“再爆一炮”的方
案现场一致通过。第二次爆破后，彭
祥华在其他工友犹豫不决之时，独自
一人走进了隧道，对爆破现场进行深
入仔细地隐患排查，检查爆破面危石
情况、爆破效果，以及排查可能存在
的哑炮。二次爆破非常成功。在这个
项目中，他再攀高峰，针对川藏铁路
拉林段所面临的软岩变形、隧道涌水
等巨大施工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多
种创新施工工艺，极大地降低了人工
作业量，提前8个多月完成工期，节省
资金约2000万元。

2017年，彭祥华获得中华全国铁
路总工会“火车头奖章”，并于同年揽
获中国中铁“十大专家型工人”的美
誉。2019年 4月，彭祥华被授予“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如今，彭祥华依然
奋战在爆破一线，无论天南海北，只
要有需要彭祥华的地方，他从未缺席。

雪域高原上的
大国工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就黄河保护治理做出重要指示。
水文测量是保护和治理黄河最基础的
工作，在 5464公里的黄河上，有 137
座水文站，其中唯一一座建在悬崖上
的水文站，就是龙门水文站。

田双印作为水文侦察兵，在这被
称为“黄河孤岛”的龙门水文站上一
干就是 33年。在这里，钢索吊厢是进
出水文站的唯一方式。每天依靠钢索
吊厢来作业对田双印来说已是家常便
饭，然而遇到大风等恶劣天气，吊箱
会受大风影响而剧烈摇晃，重达750公
斤的铅鱼出水时，稍不留神就可能与
载人吊厢发生碰撞，如果钢索被撞
断，吊厢上的人将毫无生还希望。田
双印感叹，在吊箱上能做的，只有牢
牢抓住吊厢栏杆，出了问题听天由
命。建站以来，先后有五位水文人献
身于此，或因测量巡查被卷入洪水，
或因钢索断裂而坠入波涛，龙门水文
站是黄河上牺牲人数最多的水文站。
纵使危险重重，但龙门水文站承担雨
量、水位、流量、泥沙、冰情、水质
监测等监报任务，为黄河防汛、重大
治黄试验研究等提供重要水情信息，
关系着黄河下游数百万群众安危。

正因此，田双印始终坚守在岗位
上，坚守着一个水文人的初心。田双印
坚守的初心，也展现了一群水文人无悔
的担当，他们甘处孤岛抵御寂寞，勇渡
黄河搏击巨浪，谱写了一段热血情，留
下了一腔英雄气。 据共产党员网

黄河“守门人”
田双印

进入雨季的百色，暴雨说来就来。
距离百色市区160多公里的乐业县至今
未通高速公路，一逢大雨，蜿蜒的山路
危险难行。这条路，年轻的黄文秀走了
很多遍。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
毕业的黄文秀放弃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
会，毅然决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2018 年 3 月 26 日，黄文秀响应组
织号召，到百坭村担任第一书记，将扶
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石山林立
的百坭村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
中有贫困户195户，且全村11个自然屯
位置分散，多个屯距村部都在 10公里
以上。初到村里，黄文秀碰了不少“钉
子”。“我们这里穷了那么多年，真的能
脱贫吗？”“你一个女娃，能行吗？”一
些村民议论纷纷，有的村民甚至不让她
进门走访。为了拉近与群众的感情，黄
文秀到村民家走访时不再问东问西，而
是脱下外套，帮村民扫院子、做农活、
摘砂糖橘、收玉米、种油茶，借干农活
的机会与村民商量脱贫之计。为做好扶
贫工作，黄文秀在她的驻村日记里亲手
绘制了百坭村地形图，并在上面标注了
所有贫困户户主的名字；为解决产业问
题，她带领村干部和群众大力发展杉
木、砂糖橘、八角、枇杷等特色产业；
为解决用水问题，她带着大家修建蓄水
池、渡槽……百坭村驻村工作队员黄韦

程说，已记不清文秀在村里熬了多少
夜。经过一年的努力，黄文秀已从扶贫
新手变成行家里手，百坭村的贫困发生
率也从22.88%下降到2.71%，88户贫困
户脱贫。

6月 16日，利用周末回到百色市田
阳县探望病重父亲的黄文秀，不顾家人
劝阻，当晚冒着暴雨开车返回村里。在
回百坭村途中，她还着急地向村干部了
解村里山塘、水利设施受损情况，不幸遭
遇山洪灾害，生命永远定格在了 30岁。
22日，全国妇联追授黄文秀为“全国三
八红旗手”。2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追授黄文秀“八桂楷模”荣誉称
号。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追授黄
文秀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

坚定的初心 闪光的青春

如果不是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95岁老英雄张富清的故事可能依旧会
无人知晓。很多人不禁好奇，他为何一
辈子深藏功与名？面对记者的提问，张
富清眼睛湿润：“和我并肩作战的战
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一个排、
一个连的战士，都倒下了。他们对党忠
诚，为人民牺牲。和牺牲的战友相比，
我有什么资格张扬呢？”几十年来，张
富清的岗位、身份一再改变，始终不变
的是他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在部队，他
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在
党需要的时候，越是艰险，越要向
前”，正是有这样的信念，他在每一次

战斗中都要担任“突击队员”；“党的干
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正是有这样
的信守，他放弃留在大城市，放弃回到
陕西老家，主动选择了湖北最偏远的地
方。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们之所以
能书写翻天覆地的壮丽史诗，就在于有
无数张富清们“只问为民耕耘，不求自
己收获”，在各自岗位上无私奉献、一
心奋斗。面向未来，像习近平总书记所
期许的那样，“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
量”，努力奔跑、接续奋斗，新的更大
奇迹一定会在我们手中创造出来。

深藏功名背后的赤子心

不忘初心使命 牢记责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