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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戎马硝烟散尽，今天，当一切光环都褪

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最真正的道德品质与

信仰追求，是一名共产党员最纯粹的本色初心。

黄学禄退休 20 年来，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

经验总结、党史军史和毛泽东思想研究，访圣

地、查档案、跑书店、进图书馆，请教著名专家和

学者，查阅历史资料几千万字，研究历史人物传

记 200 多部，一笔一划地写，逐字逐句地推敲，写

出了 6 部 300 多万字的著作，堪称离退休干部的

榜样。

探寻黄学禄不懈思想长征的“精神密码”，

我们从他这句“世界再变，初心不变，任何时候，

共产党员的本色都不能丢。守底线不仅是为自

己守晚节，更是为党守住人心阵地”的肺腑之言

中找到了答案。

退休后的黄学禄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他始终

坚守的 3 个“不能丢”和 3 个“不能退”。

3 个“不能丢”——信仰旗帜不能丢、民族精

神不能丢、看家本领不能丢。

信仰是“根”。依靠信仰的力量，让黄学禄

面对困难挑战，敢于突破自我，勇于创新实践，

化坎坷为坦途，视困难为“垫脚石”。在信仰支

撑下，他写党史军史，真实呈现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军队的峥嵘岁月、光辉历程，历经艰辛也

不悔。

民族精神是“魂”。在黄学禄看来，民族精

神是一种境界、一种超越，一种不甘平庸、不甘

屈从的血性品格。著书立说就是要为培养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贡献一分力量，让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看家本领是“基”。黄学禄将思想政治工作

放在首位，着力把一线带兵人的思想基础打扎

实、把青年一代的观念树正确，倾尽所有培养合

格接班人，让红旗一代一代不变色。

退休后干点什么，为身后和社会留下点什

么？这是黄学禄在退休之初经常思考的问题。

他为自己制定了 3 个“不能退”的目标：

退休不能褪色。虽然离开领导岗位，但一

颗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心、忠诚之心，永远鲜红

而炽热。

退休不能退责任。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义

务，永远牢记在心；必须履行的党员责任，永不

推卸。

退休不能“退群”。这个“群”是人民群众的

“群”。来自百姓，回归百姓，为了百姓，永远是

百姓的一分子，不能摆老资格。

正是这 3 个“不能丢”和 3 个“不能退”，让黄

学禄老骥伏枥、赤心不改，时刻保持着一名老党

员的初心本色！

今天，84 岁的老将军，仍跋涉在他的思想长

征之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探寻黄学禄的“精神密码”

黄学禄和他的“思想长征”
■本报记者 卢 军 通讯员 朱怡蘅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思想长征，则是一名共产党员赤心不改、永葆初心的毕生信仰
与无悔选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作为戎马一生的将军，黄学禄退休之后继续跋涉在思想长征之路上，20年执着
前行，先后撰写了 6部 300多万字的专著，完成 210余场次党史军史宣讲……从他身上我们读懂了什么是“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什么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本色初心。

个头不高，身形清瘦，两鬓花白……这是

一位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的老人。倘若

在人群中与他擦肩，你也许不会注意到他。

就是这样一位老人，身披荣光无数：他是

经历过抗美援朝的“最可爱的人”，还参加过

甘肃平叛、西藏平叛等重大军事行动，他是中

宣部确定向全国突出宣传的“时代先锋”，他

是国防动员系统的优秀共产党员、先进离退

休干部……

他，就是原济南军区副政委黄学禄。

时光倒转回 2002 年。这一年，黄学禄离

开奋斗 40 多年的工作岗位退休了。卸下领导

的担子，时间富余多了，心里却空落落的。“我

还能为部队做点啥？”“多年从事思想政治工

作的心得体会如何传递下去？”“世纪之交各

种思潮交织跌宕，如何提高基层干部开展思

想政治工作的能力？”满脑子忧思，让他萌生

了写作的念头。

一桌一椅，执笔为剑；一询一问，染翰成章。

为 了 传 承 我 党 我 军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这 个

“看家本领”，这位年过花甲的老将军，以笔为

戈，重新披挂上阵，走向新的战场。

尤为可贵的是，黄学禄没有把自己既往

的讲话材料、研究文章简单汇总，而是重新立

意、另起炉灶，挖掘规律性内容，精心筛选了

“树立终身学习观”“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情

感沟通”“突出文化价值”“走进网络空间”等

20 个时代热点话题，之后深入到 100 多个连队

调查研究，历时 2 年多完成了《与思想政治工

作者聊天》一书的初稿写作。

为了检验书稿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他又深入 49 个团级以上单位作了 43 场辅导

报告，累计行程 6000 多公里，直接听课人数达

3.2 万人。每到一处，他都现场征求意见建议，

对书稿反复修改完善。

2004 年，近 50 万字的《与思想政治工作者

聊天》一书付梓后，深受官兵喜爱，并荣获第

六届解放军图书奖。几年后，黄老在此书的

基础上，着眼时代特点，精选出 10 个重大现实

话题，将它改编成《看家本领不能丢》一书。

该书和其后写就的《人生有价值》一书，作为

凝聚共同理想的“大众读本”，被国家新闻出

版 广 电 总 局 作 为 重 点 图 书 推 荐 给 全 国 各 省

“农家书屋”。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近一点。只有面

对面，才能心贴心。”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政 委 梁 彦 平 至 今 对 黄 学 禄 的 这 句 话 记 忆 犹

新。18 年前，他任连队指导员时，就常常拿出

此书学习。现在书页早已泛黄起皱，但他仍

如珍如宝地不时品读。他说：“这本书就是我

的‘指导员’。”

一段时间，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

肆意歪曲、丑化历史之风的盛行，黄学禄痛心

疾首，决心再写一部专著，把真实的党史军史

告诉世人。

并非党史军史专家的黄学禄，缘何偏偏要

写党史军史？面对不少人疑惑的眼光，黄学禄

总会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透彻感悟作答。而

每当说到动情处，他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1938 年，黄学禄出生在大别山区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很小时就失去双亲。是党和群

众的关怀让他不但没有挨饿受冻，还上了学、

参了军。1956 年刚入伍，黄学禄就奔赴朝鲜，

他也是最后一批撤回国内的志愿军战士。后

来，他又参加了甘肃平叛、西藏平叛等重大军

事行动。期间，他入了党、提了干。

“进了党的门，誓做党的人，党的恩情咱

一辈子都不能忘。”正是怀着对党深厚的感恩

之情，黄老才下决心写一本全面系统、真实准

确反映我党我军光辉历程的书，以教育和激

励后人。

人已古稀年，走笔写春秋。老伴董家芝

告诉记者，为了写好这本书，那几年黄老几乎

废寝忘食，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书店和图书

馆。有时候为了想一个观点彻夜难眠，有时

候半夜几次爬起来，将想到的句子记到本上，

生怕早晨起床后忘记。为确保书稿内容准确

翔实，他查档案、跑书店、进图书馆，请教国内

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和领导同志 100 多位，查阅

历史资料上千万字。

长期伏案工作，让黄学禄的身体严重透

支。2012 年 6 月，因为过度劳累，他胃部大出

血。住院第 5 天，他便戴上眼镜在病床上写起

了 书 稿 。 后 来 因 为 在 病 床 上 写 作 实 在 不 方

便，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坚决要求出院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笔耕不辍，

2013 年底，百万余字的《千秋功业》（上、下册）

终于写成。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

知欣然作序，称赞该书是“一部导向正确、事

实 准 确 、内 容 丰 富 、可 读 性 强 的 党 史 教 科

书”。该书出版后，很快被原济南军区部队和

10 多个县市党委列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辅导教材。

“思想长征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7 年后，黄学禄又奉献出了另一专著——

《历史的跨越》。该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评为“政治导向正确，重大

史实准确，是一本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教科书”。

2021 年 10 月，历时 5 年 10 易其稿的《毛泽

东成功的秘诀》，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

版，毛泽东之女李敏、李讷饱含深情地为该书

题字，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逄先知为

该书题字并撰文高度评价。

“19 载 6 部著作，洋洋洒洒 300 余万字，每

个字都凝结着一名共产党员为党为民的初心

和使命。”原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振

江告诉记者，黄学禄的创作之路走得异常艰

辛。他文化程度不高，又不会用电脑打字，先

是一笔一划地写，然后让家人打印出来，再逐

字逐句修改。圆珠笔用了一盒又一盒，手写

稿足足垒起几米高，执着与认真伴随他的创

作全过程。一次，为求证长征时红一军团红

四 团 团 长 姓 名 究 竟 是“ 王 开 湘 ”还 是“ 黄 开

湘”，老人查阅了近百份文档资料，奔波数地

与多位学者核实，最终确定为“王开湘”。

2014 年，黄学禄作为中宣部确定的“时代

先锋”典型推向全国，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

道。一位记者感佩之余提建议：“黄将军，您

的研究成果非常可贵，如果条件允许，应该抽

时间给部队官兵、地方党政机关和学校师生

讲一讲。”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年逾古稀的

黄学禄下连队、进山沟、上海岛、跑学校……

哪里需要，哪里就有老人忙碌的身影。这些

年，黄老为部队、党政机关、学校宣讲 210 余场

次，听众超过 20 余万人。

“黄老，您写了那么多书又到全国各地宣

讲，一定挣了不少钱吧？”面对有些人的好奇

与调侃，黄学禄沉默不语。然而，由他捐资修

建的 2 条致富路、4 所希望小学、1 所特殊学

校、2 所敬老院和 1 个乡镇图书馆，无声地诉

说这位大别山之子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反哺，

也见证一位共产党员为人民奉献一切的炽热

情怀。

“黄老，您为家乡做得够多了！”每次听到

这样的话，黄学禄都会微微一笑：“我只为父老

乡亲做了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不值一提。”

2020 年，新冠肺炎肆虐，听闻河南省信阳市防

疫物资紧缺，黄学禄又捐出了 10万元积蓄。

“思想长征就是我的‘赶考之路’，只要还

有一口气，我会一直走下去……”已是 84 岁高

龄的黄学禄语气坚定，话语铿锵。

将军其人其事

逄先知（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践

行初心使命，著述党史育人。

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将军暮年，壮心不已。黄学禄

将军已经是耄耋之年，退休以后始终笔耕不

辍，辛勤耕耘，至今已经有 6部著作出版，并且

都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主流价值观、充满正能

量的著作。这种精神，我认为值得每一位老干

部学习。正因如此，中宣部确定他为“时代先

锋”突出宣传。我对黄学禄将军是发自内心地

欣赏，特别是他这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情

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刘润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求是》

杂志社原副总编辑）：黄学禄潜心研究毛泽东

思想，历时 5年完成了《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

部专著的撰写。我们应当感谢黄学禄将军，感

谢他在耄耋之年付出的巨大心血。什么叫“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什么叫“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我们从黄学禄将军那里可以得到非常

生动的答案。

李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黄学禄同志退

居而不休，坚持写作和出版《与思想政治工作

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人生有价值》《千

秋功业》《历史的跨越》《毛泽东成功的秘诀》等

著作，并将全部稿费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以实

际行动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发挥了时

代先锋的引领作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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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黄学禄查阅资料黄学禄查阅资料。。

图图②②：：黄学禄在修改手稿黄学禄在修改手稿。。

图图③③：：黄学禄看望黄柏山希望小学的黄学禄看望黄柏山希望小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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