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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年春天年春天，，是我从医是我从医 1414年来最难忘的一个年来最难忘的一个

春天春天。。在抗击疫情斗争中在抗击疫情斗争中，，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

验验，，忠贞信仰的那抹红忠贞信仰的那抹红，，永远印刻在我的生命中永远印刻在我的生命中。。

与以往一样与以往一样，，这次疫情来临时这次疫情来临时，，冲在最前面的冲在最前面的

还是共产党员还是共产党员。。危难之时危难之时，，先锋模范的感召力更先锋模范的感召力更

加强大加强大。。尽管自己不是党员尽管自己不是党员，，我也在第一时间报我也在第一时间报

名上了一线名上了一线。。唯一感到不安的是唯一感到不安的是，，8080岁的老父亲岁的老父亲

刚刚手术出院刚刚手术出院。。令我感动的是令我感动的是，，父亲不仅对我的父亲不仅对我的

决定表示支持，还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表现。父亲

和我一样，也不是党员，他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前的

苦难，也亲历了 70 年来的沧桑巨变，他对党的情

感格外深，对党员也格外信任，加入共产党，是老

人家一生未尽的心愿。

对“80后”的我来说，入党是件神圣的事，也似

乎有些遥远。说实话，我没认真想过，自己什么时

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内心始终

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像那些优秀共产党员

一样，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冲在前面。

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范

梦柏是位老党员，他整夜整夜地扎在医院，一次次

深入病房与患者沟通交流，和同事们精心制定了

“一人一策、一人一个救治与监护小组”的方案。

疫情严峻，范老师心理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多次

看到深夜一两点，他在寒风中徘徊思考。有一次，

早晨交班时他摇摇晃晃地跌坐到椅子上。第一例

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时，面对镜头，范老师满脸

从容自信从容自信。。我知道我知道，，他是把困难与艰辛都压回肚他是把困难与艰辛都压回肚

子里子里，，是想让人们感觉到是想让人们感觉到，，疫情并不可怕疫情并不可怕，，太原市太原市

第四人民医院是生命和健康的第四人民医院是生命和健康的““保险柜保险柜”。”。

确实确实，，这是一个荣获过这是一个荣获过““全国抗击非典英雄集全国抗击非典英雄集

体体””称号的医院称号的医院。。这里有一支敢打硬仗这里有一支敢打硬仗、、能打胜仗能打胜仗

的医护人员队伍的医护人员队伍。。多年来多年来，，我们同各种传染病做我们同各种传染病做

斗争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一次都是共产党员每一次都是共产党员

带着我们走进与死神搏斗的重症病区带着我们走进与死神搏斗的重症病区，“，“跟我来跟我来”，”，

这是消除我们年轻人恐惧的最管用的三个字。

三层负压病房患者最多时有 40多位，内一科

主任段慧萍一圈走下来差不多要两个小时。厚厚

的防护服下，年轻的护理人员都憋闷得受不了，瘦

弱的段主任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终于有一天，

她晕倒在现场，稍作吸氧休整后，不顾劝阻，再次

走到患者床前。

护理部主任杨红雨，真像是一块哪里需要哪里

搬的砖。全院医护人员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压

在她身上。同时她还要统筹协调护理工作。即使这

样，她还经常帮助清理垃圾，搬运物资，她对护士长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手不够时，就给我排上班”。

身边的共产党员，不仅给我吃了定心丸，增添

了前行的力量，也让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有了新

的思考。

省委书记楼阳生也来了。那是 1月 29日，我上

一线的第四天。楼书记肯定了太原市第四人民医

院有一支党和人民可靠可信可用的有战斗力的队

伍，一再叮嘱我们要做好防护，保护好身体，尽最大

努力实现确诊患者“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

暖心的话语暖心的话语，，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感动，，也给了我们力量也给了我们力量。。

其实其实，，省委领导一直在同我们一线工作者并肩省委领导一直在同我们一线工作者并肩

战斗战斗。。救治危重病人的指示是必须执行的军令救治危重病人的指示是必须执行的军令，，也也

是细致入微的指导是细致入微的指导，，更是殷切的关怀与叮咛更是殷切的关怀与叮咛。。

疫情期间，我这个外科大夫被委以重任，负责

发热门诊工作，之后应急病区缺人，我又转头去支

援。我跟随优秀共产党员的步伐，默默工作。每

当看到他们推开同事把被传染的危险留给自己

时，我的心总是一紧，一热：党员！这就是党员！

这个春天，我格外真切地感受到团队的力量、

国家的力量、党的力量！

火热的斗争中，我终于鼓起勇气，郑重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

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永不叛党。”3月 16日，当我与另外 9位同事光

荣地站在党旗下，一字一句读出这神圣的誓言时，

就像当年戴上红领巾一样，心潮起伏，无比幸福。

我第一时间将入党的喜讯告诉了父亲，还在恢复

期的他声音颤抖地连说了两遍“好”！我知道，某

种意义上说，我也帮父亲实现了他一生的愿望。

过去，火线入党对我来说是一个个神奇的故

事，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春天，我也成了故事的主

人公。

下一次出征时，我终于能够以一名共产党员

的身份站出来，响亮地说一句：“跟我上！”

两代人的心愿
讲述人：靳民路（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医生）

这是我和妈妈 2017年端午节的合影，没有我

的爸爸；这是我和妈妈、姥姥 2014 年暑假游玩的

合影，没有我的爸爸；这是我和妈妈 2008 年的照

片，还是没有我的爸爸——

这是我 4岁和 1岁的时候，我们家至今仅有的

两张全家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经常不在

家。妈妈告诉我，爸爸在忻州当兵，只有探亲假才

能回来。后来，爸爸转业当了一名警察，还是经常

不在家。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他回家后接到紧

急任务马上又出发，我一个人在家等他。等着等

着，我蜷缩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看着别的小朋友

有爸爸陪着，我总想问：我的爸爸在哪儿？我想有

一个回家的爸爸。

这是爸爸送给我唯一的礼物，它摸起来有些

冰冷，但是当我打开开关的时候，我觉得前方的路

永远都是亮的。它陪我走过了初中三年的早读，

在那几条漆黑的巷子里，它就像爸爸的眼睛，一直

照亮着我，温暖着我。

手捧着爸爸的这本工作笔记，里面工工整整地写满

了党章党规，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工作安排。这一页写着：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用平凡铸就伟大，用行动践行

誓言。”无论是繁杂琐碎的邻里小事，还是打击犯罪的重

大任务，你总第一个冲上去。我读懂了：你是老党员，是

教导员，你得带头做表率。“人民警察为人民”“群众的事

耽误不得，事儿再小都是大事，随叫随到。”我读懂了：这

么多年，为什么在我和妈妈的手机里最多的信息是：所

里忙，回不去了；有执勤任务，回不去了；有紧急出警，回

不去了；要去贫困户家，不回去了……

妈妈总和我说：“爸爸心里呀，装的全是工作，

好像这个人生来就是给党和人民生的。”你却笑着

说：“人民警察就是要做群众的‘守护神’‘贴心人

’。”在你笑容里我读懂了：你把群众当亲人，一句

“谢谢张警官！”“张警官好”，你都会很满足。你为

自己是一名人民警察感到光荣。

爸爸，在这一本本工作笔记中，我读懂了你的

忙、你的累，读懂了流淌在你血液里的初心使命、

忠诚担当。

为防控疫情，你在卡口忙了整整三天三夜，2月

2日开车回家的路上……爸爸你太累了！我和妈妈

再也没有等到你。爸爸，你答应过我，要牵着我的

手送我出嫁。爸爸，你答应过妈妈，退休了要陪她

到处走走。爸爸，我们在等你回家……爸爸，你和

我说过：人要自立、自强、努力、上进、有一颗责任

心。自己能干的事，不要去麻烦别人。别人帮了

你，要感恩。我明白，只有感恩，内心才是快乐的。

爸爸，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你的女儿，我们

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爸爸，你听到了吗？

爸爸，你听到了吗
讲述人：张华（灵丘县牺牲民警张志民的女儿）

大家好，我叫任斌知，是一名疾控战线上的老

兵，也是一个离不开实验室的科研工作者。可以

说，实验室就是我的人生舞台。

我是 1997 年硕士毕业后分配到省疾控中心

工作的，2005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完博士学位，

2006年重新回到了疾控岗位。从那时起，我的职

业生涯就和实验室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我

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省疾控中心建成了一批

国家级参比实验室、国家级监测网络实验室、PCR
实验室及菌（毒）种库，我们还建成了覆盖全省 11
市的流感网络实验室体系。这几年，甲型H1N1流

感、人感染H7N9禽流感以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

核酸检测，还有各种常见病、流行病的病原检测，

就是在这些实验室里完成的。

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老话，“医院是减少存量

的，疾控是控制增量的”。很浅显的道理，我们检

测病毒的能力提高了，发现疫情就会更快，就会更

有针对性地阻断病毒传染源，减少大家被感染的

可能。我们的工作就是用科研技术手段为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早在 1 月

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就对“及早研判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加强溯源和病

原学检测分析，加快治疗药品和疫苗研发”作出部

署。省委用行动践行忠诚，迅速筹建病毒实验室，

省疾控中心成为实验室建设的依托单位。

记得省卫健委、省疾控中心领导向我们传达

楼阳生书记关于加快筹建病毒实验室的指示要求

时，我和同事们都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咱们省的

疾病防控与诊治工作终于可以“更上一层楼”了！

2月 7日召开的第七次专题会议上，我向省委汇报

了实验室建设的初步设想。楼阳生书记一锤定

音，就是要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加快组建“重大传

染性疾病防控与诊治山西省重点实验室”，打通科

研与临床、教学、生产各个环节，为提升全省公共

卫生安全基础能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提供有力的科研、人才支撑。

实事求是地讲，我省不是医疗强省，医疗科研

滞后是突出短板。目前全国共 18 个省建有高等

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其中 P4 实验室 1 个、P3 实验

室 48 个，而我们省这方面的数字是“0”。省委部

署建设这个省级重点实验室的时候，就有不少业

内同仁说这是一件“开荒拓土”的大事。在我看

来，关键在“三个一”。第一个“一”，是“从零到

一”，填补我省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空白。第

二个“一”，是“融为一体”，把咱们省医疗卫生领域

11家单位最优质的资源力量整合到重点实验室这

个大平台上，握指成拳、强力突破。第三个“一”，

是“争做第一”。在传染病防治领域，现在我们国

家有依托中国疾控中心建设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国

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浙江大学建设的传染病诊治

国家重点实验室，而我们的重点实验室，在启动建

设之初就把防控与诊治贯通起来，在全国是第一

家、独一份儿。

那么，重点实验室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把

我们和突发、新发传染病比作对垒攻防的敌我两

军，那么重点实验室就要扮演三个重要角色。首

先是“侦察兵”，通过对病毒基因测序，搞清楚敌人

长什么样子、从哪里来、有哪些近亲，实现精准绘

像；其次是“参谋官”，分析战情战况，从预警、研

判、干预等方面出主意，制定对敌战术；还要当好

“总后勤”，承担捕捉疫苗毒株、加强技术储备、组

建人才梯队等杂七杂八又不可或缺的活儿。

说到底，建设重点实验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咱们省敢于从零起步、追赶超越、瞄准一流，

靠的是胆识魄力，靠的是忠诚担当，靠的是勇毅前

行。从 1月 30日部署筹建，到 2月 21日批准建设，

再到现在组建科研队伍、完善运行机制、加快课题

立项、强化科研攻关……短短五个月，在省委省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坚持边建设、边推进、边科

研，已经有一批项目启动实施，创造了令人惊叹的

“山西速度”。接下来，我们还将加快建设 P3实验

室，以一流平台、一流课题吸引和集聚一流人才、

领军人才，向前沿核心技术发起挑战，逐步提高疫

苗、抗体药物等项目的研发、临床试验和就地转化

效率，既要把落下的步子追上去，还要在一些优势

领域从“并跑”变“领跑”。

从“零”到“一”是突破，前进征程上有许多急

难险滩，我们只有勇毅前行。省级重点实验室就

是播撒在三晋大地上的一颗种子，“一生十、十生

百”，只要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就一定能让这颗

种子生根发芽、长出幼苗，开出璀璨的花朵，结出

丰硕的果实，造福全省人民！

从“零”到“一”，勇毅前行
讲述人：任斌知（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与诊治山西重点实验室首席专家）

我叫杨旗，是大同市云州区一个种黄花、卖黄

花的普通农民。

都说“种黄花就像种黄金”，为啥呢？老百姓

算过账：种一亩黄花等于种十亩玉米，一斤黄花能

顶得上一斤猪肉的价。你说这满地黄花可不就是

满地金针？我们云州光照足、温差大，特别是有富

硒的火山岩土壤，适合高品质黄花种植。可多少

年来种黄花的并不多，大部分农户还是种点玉米、

打打零工，一年到头也就刨闹个吃穿，住的还是土

窑洞。为啥明明这土里有“黄金”，俺们却不敢

挖？因为有五怕：一怕天旱，二怕虫害，三怕头三

年没收成，四怕雨涝晒不干，五怕缺劳力采摘难。

黄花是一年种黄花是一年种、、二年管二年管、、三年见效三年见效，，第四年开始第四年开始

盛产盛产，，头两年就一点收成都没有头两年就一点收成都没有，，可一家人的生计可一家人的生计

等不及呀等不及呀！！八年前有村民想试着种黄花八年前有村民想试着种黄花，，一亩一亩 300300
元流转了农户们的土地元流转了农户们的土地，，第三年头上实在出不起流第三年头上实在出不起流

转费了转费了，，村民们就把土地要了回去村民们就把土地要了回去，，眼看再有两个眼看再有两个

月就到收获季了月就到收获季了，，可满地的黄花都被拔光种上了玉可满地的黄花都被拔光种上了玉

米米。。结果那年结果那年，，一斤黄花的市场价卖到了一斤黄花的市场价卖到了 2929..55元元。。

不是咱农民胆子小不是咱农民胆子小，，实在是输不起实在是输不起。。就算流转就算流转

费费那些事能解决，还有一大堆难题。光是摘黄花，就能

愁死人。黄花得趁还没开时就赶紧摘下来，就靠夜里

那几个钟头，太阳一出来花开了，就卖不上好价钱了，

所以特别耗人工，家里一两口人的根本不敢种。再一

个我们这儿一进七月经常连阴雨，摘下来的黄花全烂

了，就算有“毒日头”的时候，也没那么多场地去晾晒。

我们这儿的庄稼人祖祖辈辈只信人种天收，

老天爷不照顾就活该挨饿受穷。哪想到，现在有

了“黄花书记”们，这满地“金针”真的变成了真

金。我们大同的“黄花书记”可多了，这几年，帮我

们种黄花就是他们的头等大事。

从 2016年开始，大同市委开始动员有基础和条

件的村发展黄花产业件的村发展黄花产业，，村村都要依托支部成立合作村村都要依托支部成立合作

社社，，村干部带头村干部带头，，带领大伙儿种黄花带领大伙儿种黄花。。光有领头雁光有领头雁

还不够还不够，，还得有好政策给它当翅膀还得有好政策给它当翅膀，，要不就成了要不就成了““赶赶

鸭子上架鸭子上架”，”，哪能飞起来哪能飞起来。。市委出台了市委出台了 1010项好政策项好政策，，

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那可都是真金白银啊，，把把““五怕五怕””变成了变成了““五不愁五不愁”。”。

怕天旱怕天旱，，就给打机井就给打机井、、搞喷灌搞喷灌；；怕虫灾怕虫灾，，就拿钱帮我就拿钱帮我

们上保险们上保险；；怕周期长见效慢怕周期长见效慢，，就给一亩地就给一亩地 500500元补元补

贴贴，，贫困户还多补贫困户还多补 500500元元；；怕采摘期缺劳力怕采摘期缺劳力，，就帮着就帮着

联系采摘工联系采摘工，，动员全市机关干部去帮忙摘；怕没地方

晾晒，就扩建硬化场地、建冷库、在田间地头安装烘

干设备，到了集中晾晒期，还把学校操场、机关单位

的停车场都腾出来给农民晒黄花。党和政府还帮我

们开拓市场、延伸产业链。我们现在是“不愁种、不

愁摘、不愁晒、不愁卖，天灾来了也不愁”。

农民就讲个“比、看、算”，有党组织给咱减负担、

当保姆、解忧愁，当然愿意跟着干。这几年，我们云

州区种植黄花的农户越来越多了。我带领全村 108
户村民，流转了 500多亩土地，统一技术、统一管理、

统一收购，平均每户一年能收入两到三万元。我以

前是蹬着三轮车走村串户收黄花，现在，三轮车换成

了依维柯，光我们村里就有30多台依维柯呢。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能和习近平总书记

面对面说上话。5月 11日那天，我们正在锄草，没

想到总书记走进了我们黄花地里头。更没想到的

是，总书记对种地那么在行，说的都是庄稼人的内

行话。总书记嘱咐大家：小黄花、大产业，要保护

好、发展好，让它成为人民群众的“致富花”。

现在现在，，我们不光把黄花叫我们不光把黄花叫““致富花致富花”，”，还发自内还发自内

心地管它叫心地管它叫““感恩花感恩花”。”。

我给您念念乡亲们编的顺口溜我给您念念乡亲们编的顺口溜：：

好支部好支部，，帮咱栽富根帮咱栽富根；；好产业好产业，，咱得卖力干咱得卖力干；；

共产党共产党，，扶咱奔小康扶咱奔小康；；人家扶人家扶，，咱就得往起站咱就得往起站；；

党给咱党给咱，，栽下栽下““致富花致富花”；”；咱要让咱要让，，开出开出““感恩感恩花花”！”！

致富花 感恩花
讲述人：杨旗（大同市云州区黄花种植户）

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习近平总书记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时

说过这样一段话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一定要树立求实精神，，抓实抓实

事事，，求实效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真刀真枪干一场。。衡量一个干部衡量一个干部

的好与差的好与差，，就是看他能不能办实事就是看他能不能办实事，，能不能打能不能打

开局面开局面。”。”右玉的县委书记和老百姓之间的感右玉的县委书记和老百姓之间的感

人故事加深了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人故事加深了我对这段话的理解。。

创作《右玉和她的县委书记们》这部电视剧

之前，我就去过右玉很多次，像磁铁般吸引我的

是右玉的树，更是那些种树的人。一次次和 70
年一直种树的右玉群众促膝长谈，我终于真正读

懂了“右玉的群众就是通过种树认识了右玉的干

部，认识了共产党”这句话的深意，真切体会到了

右玉干部群众之间令人动容的深厚情感。

我永远不会忘记，2017年春天我去右玉时

见到的一个叫戴桂花的女人。这个名字大家可

能不太熟悉，可提起她的丈夫毛永宽，对右玉种

树历程有所了解的人，估计都不会陌生。1970
年，21岁的戴桂花嫁给了右玉威远堡村党支部

书记毛永宽，那年毛永宽 20岁。1979年，29岁

的毛永宽累倒了，永远离开了他为之献出青春、

热血和生命的威远堡，永远离开了他心爱的妻

子。面对年近 70的戴桂花，我不知道该怎样向

她提起毛永宽，我知道那是戴桂花一生的痛。

戴桂花似乎看出了我内心的疑虑，淡淡一笑对

我说，她知道我是为毛永宽而来，想问啥就问

啥，不必在乎她。戴桂花的话讲得很平静，但在

她的眼里我看到了滚动的泪水。

我静静地看着她，什么话都问不出口。戴桂

花缓缓背过身抹去眼角的泪水，轻声告诉我，毛

永宽是一个夜里睡不着觉的人，时时刻刻都在想

事，每天又是村里起得最早的人。威远堡是一块

盆地，土质很好，但由于风沙的侵袭，收成总是很

差。毛永宽刚当上支书，就决心响应县委号召，

带领全村人种防风林。群众都知道支部书记是

想给大家办好事，但就是不买账。能埋了人的沙

丘上多少年来寸草不生，怎么可能种活树呢？大

伙儿实在是穷怕了，不敢“瞎折腾”。毛永宽只能

求助新婚妻子戴桂花。他说要先做一个实验，在

沙丘上把树种活，给乡亲们找到一条活路。其

实，戴桂花也不相信沙丘上能种活树，但她了解

毛永宽从来都不回头的性格。

第二天，小两口就扛着铁锹上了沙丘。以后的日

子里，每天晚上下工后，毛永宽都要和妻子拉着水车着水车

到西门外给树浇水到西门外给树浇水，，一浇就是大半夜一浇就是大半夜。。功夫不负功夫不负

有心人有心人，，树终于种活了树终于种活了，，全村的老百姓也都心甘全村的老百姓也都心甘

情愿地跟着支部书记去种树了情愿地跟着支部书记去种树了。。几年之后几年之后，，威远威远

堡西门外竖起了三道防风林堡西门外竖起了三道防风林，，风沙被彻底挡住风沙被彻底挡住

了了。。紧接着紧接着，，毛永宽又带领乡亲们在几千亩土地毛永宽又带领乡亲们在几千亩土地

上修建了田上修建了田、、林林、、路路、、渠渠、、网格化防风林带网格化防风林带。。

从戴桂花的口中，我得知毛永宽最要好的

朋友是县委书记常禄。常禄是在右玉工作时间

最长的县委书记，从 1975年到 1983年，一口气

干了整整 8年。常书记是一个实干家，他所做

的每一项工作都紧紧围绕着一个“实”字，他只

认一个死理，那就是一切工作都必须从右玉的

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

1979年，毛永宽 29岁的生命定格在了那个

阴冷的秋天，“古堡之灵，威远之魂，英年早逝，

痛煞民心。抗风治沙，修路造林，干群一心，鞠

躬尽瘁。其德之广，天地共认，其德之远，铭刻

众心……”这是公社主任王德功含泪写下的悼

词。在全村几千人的悲声中，县委书记常禄主

持了葬礼，威远堡用 36人抬棺这样最隆重的礼

仪，送走了他们年轻的村支书……戴桂花说，直

到今天，威远堡的乡亲们还会常常念叨：这片林

是永宽带我们种的，那片林也是永宽带我们种

的。在威远堡人的心里，永宽一直活着……毛

永宽去世 15年后，已经调到雁北地委工作的常

禄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年仅 59岁。右玉人民

没有忘记曾经带着自己种树的好县委书记，上

千名干部群众自发前往大同为老书记送行。

戴桂花送我走出她家那座小院时，突然对

我说，我们右玉的书记都是好书记，老百姓心

里一直记着他们哩：张荣怀、王矩坤、张进义、

马禄元、庞汉杰、薛珊、关毅、杨爱云、常禄、袁

浩基、姚焕斗、师发、高厚……告别戴桂花回来

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一位农村老大娘怎么能

像念叨自己的亲人一样，一下子说出了那么多

位县委书记的名字呢？

今天我想告诉大家我的答案：几十年来，共

产党领导右玉人民改天换地，把不毛之地变成

了塞上绿洲，让右玉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在右

玉人民心中，这些县委书记的名字已经成为这

场伟大斗争的一个个闪亮的符号。一个执政党

只要一心一意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真刀真枪办

实事，人民群众就会永远把你放在心尖尖上。

我叫张晶，来自山西省话剧院。屏幕上这

位慈祥的老人，大家都很熟悉。她叫申纪兰，是

我们山西 3700万人民的骄傲。6月 28日，申纪

兰老人走完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带着无限眷恋

告别了生养她的这片土地。然而，“纪兰精神”

将代代相传，永远感动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2019年 9月 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亲自将国家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挂在了申

纪兰胸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申纪兰动情地说：

“我是代表亿万农民光荣地领了这个奖，没有共

产党、没有社会主义，我就领不到这个奖。”

申纪兰获得过无数的荣誉。抗战胜利 70
周年大阅兵前夜，86 岁的她坚持亲手把一枚

枚奖章别到胸前。参加完阅兵式，她又小心翼

翼地把奖章从衣服上摘下来，用纸巾一层层包

好，放入布袋。申纪兰格外珍惜党和国家授予

她的荣誉，始终抱有一颗感恩的心。她常说：

“听党话、跟党走，是我一辈子的承诺。”

“能当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就了不得了，没想到

接连当了十三届。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说话，

人民代表就要给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每次参加全国“两会”前，她都要

走访群众进行实地调研，收集第一手材料，还要去

人大、政府等部门征求意见。仅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她就先后提交议案建

议480多条，既有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合理使用土

地、解决干旱地区饮水困难等为农民代言的，也有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其他领域的。

她始终把西沟人的事儿放在心上。乡亲

们想外出搞劳务，她就出去帮着揽活计；乡亲

们为农产品滞销发愁，她就四处奔波找销路；

乡亲们需要化肥、种子、农药，她就到处联系采

购。西沟村长期缺水，申纪兰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忙着张罗联系打井的事，还捐出了 2 万

块钱。2001年 6月，西沟村终于打出了第一眼

机井，全村人吃水有了保障。

“栽活一棵，就不愁一坡”。申纪兰特别执

着，特别有韧劲。直到现在，西沟村民还经常

讲起她带领大家种树的事。从上世纪八十年

代开始，她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才回家，和乡

亲们一道在 332 个干石山坡上植树造林。多

少年下来，村里种下了 2 万亩松树、300 亩果

树，还有 3 万株核桃树。如今，村里家家户户

在山上的“绿色银行”里都有“存款”了。

西沟是申纪兰脚下最坚实的土地，为乡亲

们做事儿是她最大的快乐。

申纪兰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一天不

干活就觉得不舒坦。八年前，一位叫张娟的姑

娘来到申纪兰身边工作，那时老人都已经 83岁

了。见了面没说两句话，老人就拉着张娟去地

里锄草。那是一片玉茭地，张娟在城里长大，分

不清新生的玉茭苗和青草，一锄头下去，老人就

急得拍着大腿拦住张娟：“看你这个闺女，把好

好的玉茭苗都锄了！”老人一边熟练地挥动锄

头，一边教张娟识别玉茭苗。申纪兰到谷子地

里间苗时，因为弯腰吃力，常常跪下来干活。这

就是申纪兰，就是那位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出

国参加过世界妇女大会、成为多国领导人座上

宾的申纪兰！

申纪兰的善良朴实在西沟是出了名的。

年纪大的村民直到今天还经常说起这样一件

事，西沟一个无依无靠的放羊倌去世，申纪兰亲

自给他剃头洗脸，买棺入殓。出殡那天，天降大

雪，乡亲们抬着灵柩一步一滑往坟地走，申纪兰

把绳子套在肩上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西沟

的百姓哭着说：那可是顶门儿子才干的事啊！

“我就是一个农民。”这是申纪兰最常说的一

句话。无论去北京，还是去太原，开完会她总是

急着回西沟。看到西沟的梯田，她就眉头舒展；

看到西沟的乡亲，她就亲得不得了。

申纪兰，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 12月

生，山西平顺人，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

副书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

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

“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改革开放以来，她

勇于改革，大胆创新，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

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

作出巨大贡献。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改革

先锋”等称号——这是国家通讯社播发的“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先进事迹简介。

这位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功臣，既是一位当

之无愧的英雄，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她

始终牢记自己是党的女儿，始终牢记是英雄的

太行山、是人民这座大山把她举得那么高；在巍

峨的高山面前，她时刻把自己看作一棵草、一棵

小草。她忠诚、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就像一

片灿烂的云霞，让莽莽群山变得分外妖娆。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

抓实事，求实效，真刀真枪干一场
讲述人：马连伦（剧作家）

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大
讲述人：张晶（山西省话剧院演员）

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青春活力的秘诀，这是

一个肩负历史重托的政党对人民的承诺。

女：誓言铿锵，逐梦前行。3700 万三晋儿女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牢记领袖殷殷嘱托，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进，再创辉煌。

男：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提出的总体要求

和重大任务，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在转型发展上率先 出一条新路来，乘势而上书写山西践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女：让我们把深情的目光投向金灿灿的镰刀锤头，在鲜红的党旗下再一次举起右拳！

合：一句誓言，一生作答！

【结束语】

（（上接上接33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