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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心里，张富清这个名字
传递的感动、带来的震撼仍在延续。

战斗英雄、“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张富清，今年将步入 97 岁高
龄。2019年三四月间，张富清的感
人事迹被逐步披露，为公众所知
晓。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全国
已有数万名党员干部到湖北来凤县
民族博物馆张富清先进事迹陈列馆
参观。

年迈力衰，如山的信仰没有
变，如磐的初心没有变。荣誉加
身，他依然是那个朴实纯粹、淡泊名

利的张富清。

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

1924年12月出生于陕西汉中洋
县的张富清，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立下
了赫赫战功，是一位“董存瑞式的战
斗英雄”。

1948年初，宜川战役打响，国民
党军整编第90师在瓦子街落入我军
伏击圈被歼。作为在该师干杂活儿
的杂役，面对我军给出的回家可以发
路费的优待政策，张富清毅然选择参
加革命，成为英雄部队 359旅 718团
的一员。

矮小瘦弱不被国民党军官“瞧得
起”的张富清，加入英雄部队后发生
蜕变，最终成长为敢打敢胜的“战斗
英雄”。1948 年 8月，壶梯山战斗打
响，担任突击组长的张富清，“攻下敌
人碉堡一个，打死敌人两个，缴机枪
一挺，并巩固了阵地，使后边部队顺
利前进”。他因此荣立师一等功，被
授予师“战斗英雄”称号。

1948 年 11 月，永丰城战斗打
响。又一次担任突击组长，张富清携
带两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
枪和16个手榴弹，夜间攀上寨墙，炸
掉敌人两个碉堡，身受重伤仍独自坚
守阵地到天明，数次打退敌人反扑。
他因此荣立军一等功，被授予军甲等

“战斗英雄”称号，并被西北野战军加
授特等功。

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张富清先后
获得一次特等功、三次一等功、一次
二等功，两次“战斗英雄”称号。

深藏功名，造福一方

1953 年 3 月至 1954 年 12 月，没
有受过任何教育的张富清按照组织
安排，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
文化速成中学学习。1955 年 1 月退
役转业，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赴偏远
的鄂西恩施地区工作。

他带着爱人孙玉兰扎根三省交
界的恩施来凤县，一口皮箱，锁住了
他在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全部荣誉。

到来凤县后，张富清先后任城关
粮油所主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建
行来凤支行副行长等职务。他甘愿
做伟大事业的一块砖，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努力奉献，毫无怨言。

为了带头示范，他让爱人孙玉兰
从他分管的三胡区供销社下岗，让大
儿子张建国到卯洞公社万亩林场当
知青。

为了让群众接受自己，他住进最
穷的社员家，白天与社员一起干重体
力活儿，晚上开完会后，帮社员挑水
扫地。

进驻卯洞公社高洞管理区，群众
反映出行难、吃水难，他带着社员四
处寻找水源，50多岁年纪腰系长绳，
下到天坑底部找水。组织修路，他与
社员一起在绝壁上抡大锤打炮眼。

任三胡区副区长、区长期间，他
推动老狮子桥水电站建设，让两个生
产队进入“电力时代”。

荣誉加身，本色不改

1985年1月，张富清站完最后一

班岗，从建行来凤支行副行长岗位上
离休。

离休后，张富清继续保持艰苦朴
素的作风，住老房子、用旧家具、穿旧
衣服，过俭朴生活。一个搪瓷缸、一
口皮箱，他用了60多年。

即便离休了，张富清也时时处处
严格要求自己。卧室的书桌上，摆着
成堆的学习资料。享受公费医疗政
策的他，为了防止家人“占便宜”，不
惜锁住放药的抽屉。

2012 年 ，张 富 清 因 病 左 腿 截
肢。为了不影响子女“为党和人民工
作”，88 岁的他装上假肢，拼命练习
一年，顽强站了起来。

他讲不来豪言壮语，所说的每一
句话都那么质朴纯净、直抵人心。

60多年里，张富清将赫赫战功
锁在箱底、深埋心底，闭口不提，
他的老伴儿和儿女都不知情。2018
年底，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登
记，张富清的战斗英雄身份才得以
发现。

张富清荣获了“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等荣誉
称号，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诸多
光环加身，他依然是那个坚守初心、
保持本色的张富清；依然是那个“为
党为人民可以牺牲一切的张富清”。

这位 1948 年 8月在战场上火线
入党的老党员这样说：“我要在有生
之年，坚决听党的话，党指到哪
里，我就做到哪里，党叫我做啥，
我就做啥。”

新华社武汉6月15日电

张 富 清 ：信 仰 如 山 ，初 心 如 磐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
热的天气与大约 3000公里外的西北
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
毫不相及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
系在了一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

诗。1938 年，祖籍杭
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
京，自 1963年大学毕
业后，她便开始了与
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
纪的相守。在她和同
事的努力下，莫高窟
在 1987 年成为中国
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遗产地，并
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
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
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
乱和病痛的年少时
期，1958 年樊锦诗考
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考古专业。大学时
期，老师宿白的一番

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一二十年
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
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
学问。

樊 锦 诗 与 敦 煌 ，初 次 结 缘 于
1962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时因为

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
总是说“敦煌是我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
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
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
员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
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
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
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
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
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
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
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 世纪初，藏有 5 万余件中古
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
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
学术界乃至全民族的神经，甚至有
人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
史也”。

在这样的背景下，常书鸿、段
文杰等老一辈敦煌人筚路蓝缕，砥
砺前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我国
学者在敦煌历史、语言文字、文
学、考古、艺术、宗教、科技及中

外文化交流等学科做了大量工作，
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敦煌在
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已经
被彻底扭转。

樊锦诗曾说过：“守护莫高窟是
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的事业，是必然
要奉献一生的艰苦的事业，也是需要
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的事
业。”她这种“择一事、终一生”的精神
不断激励着一代代学者。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党
支部书记、研究馆员王东依然清晰记
得 8 年前初入敦煌研究院的情景，

“樊院长讲述老一辈敦煌人的研究历
程让我热泪盈眶，正是他们坚守初心
的指引，让我深深理解了‘坚守大漠、
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
高精神的内核。”

“在樊锦诗身上，我看到的是信
仰的光芒，作为敦煌学专业的学生，
我将秉承莫高精神，潜心学术，推动
学科不断发展，为学术研究的进步积
极贡献青年一代的力量。”浙江大学
古代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段锦云说。

新华社杭州6月15日电

樊锦诗：扎根大漠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

樊锦诗在敦煌莫高窟（2015 年 9 月 29 日摄）。樊
锦诗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
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2009年当选“100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2019年被授予“文物
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新华社发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数风流人物

李保国（前左）在河北省内丘县岗底村向村民讲
解果树修剪知识（2016年1月27日摄）。李保国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时代
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
优秀教师”等称号。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
誉称号。 新华社发

仲夏时节的太行山区，漫山遍野
郁郁葱葱。位于河北省邢台市西部
山区的前南峪村，苹果树果实挂满枝
头。前南峪村林业技术员郭海庆感
慨地说：“俺们村现在的花果山离不

开李保国老师的辛苦
付 出 ，他 扎 根 前 南 峪
村，手把手教会我们许
多果树栽培技术。”

李保国生前是河
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他把太行山
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
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
求，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让 140 万亩荒山
披绿，带领 10万农民脱
贫致富。

李保国常说：“我
是农村长大的，过去家
里很穷，我见不得老百
姓穷。我是国家恢复
高考后培养的第一届
大 学 生 ，学 的 农 林 专
业，该用学到的知识为

农民做点儿什么。”
1958 年，李保国出生于河北省

衡水市武邑县的一个农村家庭。
1981 年，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
大学生，李保国在河北林业专科学校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前身）毕业后
留校任教。上班仅十几天，他便和同
事们一起扎进太行山，搞起了山区开
发研究。

李保国先后取得研究成果 28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技术
累计应用面积 1826 万亩，带动山区
农民增收 58.5亿元。参与研究提出
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
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 90.7%，
植被覆盖率达到94.6%。

李保国在林业技术推广方面，坚
持有求必应，从未收过农民一分钱讲
课费，从未拿过企业任何股份。李保
国认为：“只有不为名来、不为利去，
一个心眼儿为百姓，农民才信你、才
听你。”

无论何时何地，不管认识不认
识，对慕名咨询的农民，他从不敷
衍，都真心实意地帮着解答、帮着
管理。

“看到乡亲们渴求技术知识的那
种眼神，我真舍不得离开。”李保国永
远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农民的儿
子，为农民服务好是他的最大职责。

李保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科
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
区生态建设和科技富民事业之中，用
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
优秀品格。

李保国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时
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模范”“全国
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等称
号。2019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
荣誉称号。

李保国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
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助理研究员刘
洋是李保国的一名学生，他不但针对
苹果树种植为农民制定果品品质提
升方案，还指导农民创新种植软枣、
猕猴桃、秋梨等果品。

“我们要按照李保国老师曾经指
导的思路，带领山区果农对林果树进
行统一管理，采用无公害技术，同时
注册无公害绿色产品商标，进一步提
升林果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山村
百姓增收致富。”刘洋说。

新华社石家庄6月14日电

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石成金”

张富清穿着老式军装敬军礼
（2019 年 3 月 31 日摄）。张富清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
者”“时代楷模”称号。2019年被授
予“共和国勋章”。 新华社发

（上接第1版）根据协议，中国银行将围
绕我市战略部署，按照市场化运作机
制，为我市提供融资融智支持，实现协
同共赢。

签约仪式上，常书铭简要介绍了我
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对中国银行山
西省分行持续加力助推晋中经济社会发
展表示感谢。希望以此次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签署为契机，围绕我市发展战略，深
化务实合作，进一步创新金融工具和产
品，加大金融和智力支持力度，推进我市

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市委、市政府将着
力创优金融生态，继续为中国银行山西
省分行在晋中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臧新军介绍了战略合作事项内
容，并对晋中市委、市政府对中国银行
山西省分行在晋中业务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他表示，中国银行山西省分
行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紧扣晋中各项
战略部署，不断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全
力做好金融服务，为推进晋中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深化政银双方合作

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1版）
会议决定，6月21日召开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会期一天。
会议听取了市财政局关于市本级政

府性债务情况及2021年预算调整方案
（草案）、城环工委关于城市美化专题调

研报告和《晋中市城市居民二次供水管
理条例（草案）》研究意见的报告、社会委
关于全市医疗保障工作专题调研报告，
以及人事代表工委关于个别市人大代表
调整情况的说明。会议研究了市四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会议相关事宜。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8次主任会议

（上接第1版）坚持“五个围绕”，着力推
动建章立制，切实做到见人见事、见根
见底，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
洁、绝对可靠。

中央第三督导组山西小组第二下
沉组充分肯定了我市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取得的实效，就围绕“六评”标准对教
育整顿工作进行评价作了强调。就做
好验收工作，要求要持续抓好责任落实、
抓好顽瘴痼疾整治、抓好为群众办实事、
抓好建章立制、抓好有机衔接，把做好

“七一”安保维稳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

务，以政法队伍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的业绩来检验教育整顿成果，为庆祝建
党一百周年作出积极贡献。

任秀红表示，我市将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抓好落实中央第三督导组山西
小组第二下沉组提出的意见，坚决扛起
扛牢政治责任、坚决补齐补强短板漏
项、坚决推动教育整顿常治长效、坚决
打赢安保维稳攻坚战，以政法队伍防风
险、保安全、护稳定的实绩来验证教育
整顿的成效，为全市全方位推进高质量
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中央第三督导组山西小组

第二下沉组调研督导汇报会召开

（上接第1版）
诵读红色经典，回望奋斗之路，献

礼建党百年，淬炼初心使命。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铭记历史伟业，展
现百年风华，讲述党史故事，把党史学
习教育激发的动力转化为推进晋中全
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市委宣传部、
中国教育电视台精心打造了一场集政
治性、思想性、理论性、文学性、艺术性
于一体的经典诵读大会。这是一场以
诵读形式进行的集中学习，是市委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九学”联动的一个创新
形式，旨在更好地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感
悟思想伟力，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让人们更
加深刻了解党的百年成就、晋中的百年
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加深入领会
党的初心和使命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激
发全市人民不忘初心跟党走、奋进伟大
新时代的精气神，更好地推动全市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诵读大会以建党百年历程为主脉
络，分《开天辟地》《雄关漫道》《长风破
浪》《复兴之路》《扬帆远航》等 5 个篇
章，以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壮大的重
要时刻、重要事件为主轴，以中华民族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为主线，艺术再
现了党的百年历史，特别是晋中大地发
生的重大党史事件，从不同侧面勾勒了
我们党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
基立业、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奋斗历
程；全面展示了晋中在百年征程中所取
得的辉煌成就；生动呈现了晋中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生动实践。从太行山下，到汾
河两岸，从转型综改“主战场”示范区晋
中开发区、晋中国家农高区，到创新创
业“新高地”大学城、职教港、智创谷，从
城镇社区到山村田野，到处闪耀着晋中
儿女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奋斗激情，成为
一场思想洗礼、催人奋进的生动党课。

观众入场时，整个剧场已被红色的
光晕笼罩，象征着红色记忆的闸门已经
打开，大屏幕上滚动呈现出100多位革
命烈士的头像，悲壮而坚定，令人肃然
起敬。随着画面徐徐打开，百年来党史
上一幕幕震撼的瞬间随之涌现。在精
彩的音诗画《红船颂》中，诵读大会拉开
序幕。整场诵读以主持人讲述开篇。
主持人娓娓道来的讲述让我们明白为
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白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共产党宣言》《七律·长征》……让我们
看到了先烈们在雄关漫道上披荆斩棘
的身影；《过太行山抒怀》《将军的家书》

《为了永恒的纪念》……展现了中国革
命的艰辛历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浪漫
主义精神；《在太行山上》……再现了晋
中这块热土波澜壮阔的光荣岁月；经典
朗诵《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奋斗》《征途漫漫 唯有奋斗》……时
而大气磅礴、铿锵有力，时而沉稳持重、
语重心长；《新时代 新征程 新晋中》

《此生无悔为扶贫》……抒写晋中华彩，
讴歌美好生活；《信仰 青春》……17
岁学生和 97 岁英雄的青春接力，让我
们更加坚定了信仰的力量和砥砺前行
的方向；《伟大的觉醒》《春天的故事》

《相约第 100 个春天》……高度凝缩了
时代背景，让观众在感动中、在震撼中、
在共鸣中回溯历史的潮涌。7 位来自
晋中各界的优秀党员代表精神饱满地
走上台前，讲述自己铭记党恩、敬业奋
斗的先进事迹。在庄严的入党誓词中，
全场气氛被推向高潮。尾声，一曲《中
国梦》，高亢激奋，豪情满怀，唱出了中
华民族的气魄。此时，台上台下全体合
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声回
荡，余音绕梁，令在场所有人热血沸腾，
久久不能平静。

百年大党正青春，晋中征程已扬
帆。这是一场礼赞建党百年、致敬革命
经典的理论诵读会，更是一堂传承红色
基因、赓续精神血脉的生动党史学习教
育课，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的信念，进一步掀起
了全市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活动的新高
潮。诵读会结束后，大家反响热烈，一
致认为这场诵读大会精彩绝伦、感人
至深，不仅是一堂生动形象的党史学习
教育课，更是彰显晋中人民激情豪迈、
奋发昂扬的伟大赞歌。大家纷纷表示，
没想到党史学习教育可以这样呈现，没
想到经典诵读能有这样的感召力，一定
会将这次诵读大会激发的感动和激情
转化为实际工作的动力，更加努力奋
斗，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
百周年。

据了解，此次经典诵读大会是晋中
市“九学”联动（自己学、集中学、研讨
学、讲座学、现场学、培训学、宣讲学、观
影学、线上学）模式下的又一次积极探
索。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着力
构建“1+14”宣讲矩阵，精心打造“百业
百人讲百年”主题宣讲，依托分众宣讲、
牵引行业备课、突出点单送讲，实现了
全域覆盖。截至目前，全市共组织开展
各类宣讲 4793 场，受众达 92 万人次。
其中“永远跟党走——百业百人讲百
年”宣讲486场，以身边人讲身边事，构
建起讲党史感念党恩、讲地方史激发家
国情怀、讲英模英烈赓续红色血脉、讲
行业变迁追求工匠精神、讲家族发展史
传承优良家风等丰富内容的宣讲“中央
厨房”，引发受众“点单”热度，引领基层
掀起“宣讲学”高潮，现场受众 8 万人
次，网络受众达60余万人次，形成了富
有晋中特色的宣讲品牌，激发了各行各
业创业干事热情，为转型发展蹚新路凝
聚了磅礴力量，推动了全市党史学习教
育向纵深开展。

诵读经典庆百年 豪迈晋中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