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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刚过，我的老同事张孺海
就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一个重要的新闻线
索：在他的老家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进行信息采集时，意外发现一名 95岁的
离休老干部张富清，是一个战功卓著却
一直深藏功名的大英雄。

我问张孺海：张富清是一个什么样
的老人？他回答，从没听说过他是战斗
英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的基层干部。老人家身为国家
干部，可 4个儿女都没有一丝干部子弟
的气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与农
家子弟一样穿打补丁的衣服，吃了上顿
愁下顿。为了挣学费，他们放学后都到
酉水河边捡鹅卵石，然后用背篓背到镇
上的建筑工地，学费就是靠自己的双手
双脚挣来的。

大年初九，我就与湖北日报记者张欧
亚、楚天都市报记者刘俊华，踏上寻访之
旅。但到来凤后采访并不顺利。张老的
小儿子张健全说父亲一生从不向别人讲
述自己的战功，可能拒绝接受采访。他
说，父亲一辈子只服从组织，于是我们商
量一个办法：让张健全对他父亲模糊地
说，我们是省里来了解当年战争情况的。
这样才说服老人敞开尘封已久的心扉。

老人家从泛黄的《立功登记表》讲起，
参军、入党、炸碉堡、打援敌、解放西北、新
疆垦荒……每次说到牺牲的战友时，这
个 95岁的老人都是老泪纵横，我们也跟
着默默流泪。

接下来，我们对老人的故事多方求
证，最后在他离休前的建行系统原始档
案中，发现了尘封数十年的资料，证实了
老人所述的真实性。同时，我们也从张
富清的许多老同事那里，听到了和平年
代里张富清许许多多从不向组织提要求、
从不为自己谋私利的感人故事。

老英雄的先进事迹震撼了我们，也
震撼了整个社会。2月15日，一篇精心打
磨的报道同时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
刊发，立即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网
络广泛转发。当时省里的报道出来后，
老人看到报纸，意识到我们这批“省里来
了解情况的干部”竟然是记者。“一不留
神”成为名人，让老人有些抵触。面对蜂
拥而至的记者，老人拒绝接受采访。后
来，组织上给他做工作，说宣传他的先进
事迹是最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是为党
为人民再立新功。老人这才转过弯来，
可是又怕子女借他的功劳和名声谋利，
毅然决定4个子女中，只让小儿子协助他
接受采访，别的人一律不得沾边。

张富清一辈子就是突击队员。突击
队精神就是牺牲在前，突击突击再突击；
突击队精神还是享受在后，奉献奉献再
奉献。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张富清战争
年代，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和平年代，深
藏功名，克己奉公。

英雄无言，大山作证。张富清，用他的
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英雄无言
深藏功名
■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楚天都

市报副总编辑 胡 成

用朴实纯粹和淡泊名利书写精彩人生
——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张富清同志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习主席对
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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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中宣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湖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举办“时代楷模”张富清同志先
进事迹报告会，现将报告会五位同志的发言摘要刊登。

——编 者

张富清的故事，要从 1948 年 说
起。那年，出生在陕西洋县贫苦家庭的
张富清刚刚 24岁，他在瓦子街光荣入
伍，成为西北野战军赫赫有名的 359旅
的一名战士。打小就饱尝艰辛的张富
清，第一次感受到了解放军“很仁义、很
规矩”，更在一次又一次战争的淬炼中，
看到共产党员敢冲锋、敢硬拼，不犹豫、
不躲闪——他真心钦佩这些党员同志。

入伍 4个月后的一天，连队党支部
为他一个人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张
富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入党要求
极高，只有对党忠诚、打仗勇敢、不怕牺
牲的人才能入党。从那时起，“坚决跟
党走，为人民去打仗，让千千万万个老
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成为了张富清最
朴实的初心。

张老说，打了多少仗，他也说不清
了。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都有战斗，只
是大和小的区别。不过，有一场战役，
却永远烙刻在张老的心底。那就是
1948年 11月的永丰战役。

永丰战役发生在陕西蒲城。胡宗
南的精锐部队 76军被我军压缩在永丰
城内困兽犹斗，我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
人，攻城异常惨烈，一夜换了 3个营长、
8个连长。

张富清所在的六连是永丰战役突
击连，连队要挑选 3名技战术最好的班
长担任突击组长，张富清又一次主动请
缨。他和两名战友趁着夜色，抠着砖缝
迅速爬上墙顶。张富清第一个从 4米
多高的寨墙上跳下去。他迂回接近敌
人碉堡底下，刨出一个土坑，铺下 8枚
手榴弹，压上一个炸药包，把手榴弹的
引线连在一起，再系上一条绳索，向旁
边一个侧滚，顺势一拉，随着惊天动地

的一声巨响，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天。张
富清被穿云破石般的爆破震出一口鲜
血，3 颗牙齿当场脱落。硝烟还没散
去，他又飞快逼近另一座疯狂扫射的碉
堡，用同样的方法将其炸毁。直到第二
天凌晨我军发起总攻，这位身高 1 米
62、体重不到 100 斤的共产党员，在没
有火力支援、看不到战友身影的情况
下，靠着缴获的机枪和弹药，一人坚守
阵地长达5个小时。

张富清在永丰战役中因作战英勇、
贡献突出，荣立军一等功，并赢得“战斗
英雄”称号，王震将军亲自给他佩戴了
军功章，彭老总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你在永丰立了大功，我把你认准了，是

个好同志！”随后，西北野战军总部加授
他特等功，并专门向他家寄去报功书。

1949年至 1950年，在党中央“解放
大西北”的战斗号令下，张富清跟随部
队向西前进，日以继夜，最终抵达新疆
喀什。1950 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对解
放大西北的英雄进行表彰，张富清被授
予了“人民功臣”奖章。

我曾经问张老：“您看起来并不壮
实，打仗怎么这样厉害？”张老铿锵有力
地回答：“我打仗的秘诀就是不怕死。
决定胜败的关键是信仰和意志。只要
党和人民需要，我情愿牺牲，牺牲了也
光荣！”
“信仰和意志”，这不仅是张老战功

赫赫的密码，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无往
不胜的真理。这份敢于斗争、敢于牺牲
的血性胆魄，这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也必将永远激励我们这一
代军人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
优良”的人民军队，不懈奋斗。

保家卫国 战功赫赫
■恩施军分区政治工作处主任 刘海伦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张富清也迎
来了新的人生抉择。1953 年初，原本
准备参加抗美援朝的张富清，被安排到
解放军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学习。
1954年底，张富清以优异成绩毕业，面
临不同的选择：一是留在大城市工作；
二是回到陕西老家与未婚妻孙玉兰组
成家庭，赡养老母亲；三是响应党的号
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基层最
艰苦的地方去。

张富清毅然选择了最艰苦的地
方——湖北省来凤县。伴随张富清一
起前往来凤县的，只有他的新婚妻子和
一个皮箱。他用一块红布，包好用生命
换来的军功章和报功书，塞进这只箱子
的最底层。从此，封存了那段戎马岁
月，也深藏了非凡的功与名。

张富清在来凤县的第一个岗位，是
城关粮管所主任。后来他被提拔为粮
食局副局长，不久又担任纺织品公司党
支部书记。1959年，他被派往更远、更
需要他的地方——来凤县的“穷窝子”
三胡区担任副区长。

那时区里粮食十分短缺，他暗下决
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他直接驻进
最艰苦的村。白天，他和大家一起栽红
薯、种苞谷；晚上，他组织研究生产计划，
宣传党的政策；空暇时间，他帮社员挑
水、打扫院子。春风终化雨，人心换人
心。社员们对张富清这个说陕西话的外
乡干部，从冷漠抵触到情同手足，当年就
顺利完成了供粮储粮的任务。随后他又
搬到另一个困难村去。过个一两年，他
就要转移一次“阵地”。从原来三胡区到
后来卯洞公社的20年里，他牵头建立护
林员制度，带领群众开荒把四五千亩的
山坡变成梯田。他办起桐油和茶叶基
地、林场、畜牧场，每个小队年收入都增
加了两三千元以上，群众生活明显改善。

1975 年，年过半百的张富清又把
联系点选在最困难的高洞管理区。那
里的村寨都在四面悬崖、海拔 1000 多
米的高山上。看到艰难攀爬在羊肠小
道上的村民，张富清想再艰难也要把这
条路修出去。从那时起，他就跟这条路
铆上了劲儿。天刚蒙蒙亮，他就带领大
家上工地，一直干到满天星光。在最难
最险的鸡爪山，瘦弱的张富清腰系绳
索，像蜘蛛一样趴在岩壁上，握钢钎、抡
大锤、打炮眼。120 多个日日夜夜，在
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张富清他们又完
成了一次突击任务，硬是靠一双双手从
悬崖绝壁上凿出了一条生命之路！

张富清对大山里的群众总是那么深
情，可对自己和家人却总是那么苛刻。

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困难，要求精简人
员，张富清作表率，动员妻子从供销社辞
职下岗。这位副区长的妻子为了贴补家
用，给别人当过保姆，后来自己学缝纫。
在担任卯洞公社副主任时，张富清先后
分管机关、供销社、桐油经销等事务，可
他全家却挤住在一座年久失修的小庙
里，三张木板床挤 6个人。当时不少干
部向单位借钱度日，但张富清从未向组
织反映过困难，也从未享受过困难补
贴。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灵活点”，张富
清回答：“我要是以权谋私、先考虑自己，
咋样对得起党？咋样去面对老百姓？”

如今，原来卯洞公社所辖的二三十
个村已全部脱贫，高洞管理区的悬崖山
路已拓宽硬化，变成康庄大道……张富
清几十年的奉献和付出，不都是为了今
天吗？从浴血奋战的战场到建设家园
的战场，年代在变，岗位在变，张富清老
人忠诚于党和人民的这颗初心，滚烫依
旧，感召日月。

莫道无名，人心是名。在他的心
中，人民幸福就是最大的功名。

选择艰苦 为民造福
■恩施州扶贫干部 田文莉

我是 2017年从恩施州调到来凤县
担任支行行长的。张富清老人是来凤
建行的创始人之一。从老行长算起，我
已是第七任行长了。

我到任后不久和老行长的第一次见
面，是一次带着愧疚的难忘记忆。那是
支行组织召开主题党日活动，通知全体
党员参加。当时我不知道老行长的左腿
做过截肢手术。当看到一位老人在老伴
儿搀扶下，撑着一个装着轮子的简易支
撑架，吃力地一步步挪到三楼会议室
时，我才意识到，因为我工作不细致，导
致做了截肢手术、已经93岁的老行长整
整爬了三层楼。可老行长并不介意，虽
然气喘吁吁，但脸上满是笑容，没有一
丝责备和抱怨。旁边的同事连忙给我
介绍这位老党员，说他“从来不给组织
添麻烦，从来不给大家添负担”。

会后，同事们就给我讲述了这位老
行长的故事。1981年，张富清调任县建
行副行长。当时县建行只有 5个人，人
少事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张富清和这
些建行元老一心想改变现状。那时国

营的田坝小煤矿是当时最大的贷款
户。为保证把放出去的贷款安全收回
来，张富清干脆打起背包，在厂里支张
床，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帮助企业抓生
产促销售。当年，建行放出去的贷款没
有一笔呆账，行里的经营也很快实现良
性循环。到1984年张富清离休时，建行
盖起了崭新的办公楼和职工宿舍，职工
人数也从当初的5个人增加到10个人。

任职没多久，我第一次去老行长家
里探望，深深被他的淡泊与质朴所感
动。离休 30多年，他仍住在当年建行
的宿舍。两室一厅的家里，水泥地面磨
得发亮，木质窗户已看不出原来的颜
色。老行长的家里虽然简陋，但是整洁
得像个军营，被褥、箱子、书籍都摆放得

整整齐齐。
听同事介绍，老行长有一句名言：

“工作上离休了，政治上、思想上绝不能
离休”。所以，他一直保持着读书学习的
习惯。我们在他的书桌上看到了一本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因
为经常翻阅，黄色封皮四周已泛白，书里
面很多地方用红色小点做出了标记，看
得出老行长是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在学
习。老行长对我们说：“不认真学习党的
理论，怎么能说‘听党话、跟党走’？我虽
然离休了，但永远都是党的人。”

去年 10 月，老行长做白内障手术
需要植入人工晶体。住院后，医生和家
人决定在数千元至数万元价位中，给老
人选用价位中等的晶体。可没想到，术

前老行长听说同病房两位农民病友都
用的 3000 元的晶体，他就背着家人给
医生提要求，自己也用 3000 元的。老
行长回家后我去看望他，得知这一情
况，我忍不住问：“您是离休干部，不管
选什么价位都是国家报销。您年纪这
么大了，为什么不用好一点的？”老行长
呵呵一笑说：“我老了离休了，再也不能
为党、为国家做什么贡献。我现在唯一
能做的，就是为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每一次和老行长交流，都能从他身
上看到朴实纯粹的闪光点，每一次都是
触及心灵的思想教育。在他心里，总是
先想着党、国家和人民，这就是老英雄一
生不变的精神境界，更是这名老共产党
员坚持一辈子的初心。人们常说，年纪
大了，记性会不好。可是，这份初心，炮
火里他没忘，转业后他没忘，离休了他也
不曾忘记。什么是信念坚定？什么是绝
对忠诚？如果信仰是真的，一定会终生
相随；如果初心可以感知，一定恒久如
一。我从老行长身上读懂了，理想信念
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坚守初心 朴实纯粹
■中国建设银行来凤支行行长 李甘霖

爷爷一辈子对子女家教都很严。听
爸爸说，困难时期，大姑患病常年吃药，
爷爷从未申请过任何困难补贴；大伯曾
有一个国企招工的机会，爷爷却动员他
到林场当知青；1978 年，爸爸面临高考
和工作两难抉择，这时正在外地学习的
爷爷写来一封信，鼓励他继续学习，冲刺
高考。后来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走
上工作岗位。爸爸给我说：“我们的日子
虽然平淡，但过得踏实。这是爷爷留给
我们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7 年前，88 岁的爷爷膝盖发炎化
脓。为了保住爷爷的腿，刚开始保守治
疗，采用灌洗引流术，要把膝盖切开，用
导管输送盐水冲刷脓液，然后填压大块
纱布。每次换药时，浸满血水的纱布一
条条被撕出来牵扯出血肉，医生反复告
诉爷爷，忍不了可以喊出来、哭出来，可
爷爷怕影响医生治疗，怕干扰病友休息，
咬着衣角痛得大汗淋漓也一声不吭。

后来，爷爷病情加重住进重症监护
室。为了保住他的生命，医生最终决定
要给爷爷截肢。小姑紧紧抱住爷爷，哽
咽地说道：“爸，医生说您这条腿怕是保
不住了，得截肢。您一定要挺过来！”爷
爷沉默了一会儿，鼓足所有力气说：“医
生说截……那就截吧！”截肢后，爷爷不
坐轮椅，坚持用顽强的毅力与不懈的锻
炼，独自练习站立和行走。爷爷靠着墙、
靠着床铺练习，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重
新站起来。经过几个月的坚持，凭着难
以想象的毅力，爷爷重新夺回了对“腿”
的控制权。一年后，他已经可以独自上
楼下楼、上街买菜了。

回顾我们和爷爷一起生活的这么些
年，爷爷总是特别坚强、乐观。家庭困难
时没哭，大姑患病时没哭，身体残缺时没
哭，重新站起来时没哭。但是今年以来，
爷爷却一次又一次地哭了。

随着各大媒体的采访，勾起了爷爷当
年打仗时的回忆。每当爷爷回想起当年
牺牲的战友，总是老泪纵横，任由奶奶帮
他拭去止不住的泪水。今年 3月 2日，爷
爷当年的老部队从新疆派代表来看望
他。这一次，爷爷又哭了。为了迎接战
友，爷爷特意将一排军功章佩戴在胸前。
多少年了，这是他第一次高调地亮出赫赫
战功。爷爷仔细倾听部队代表朗读全团
官兵给他写的慰问信。当部队战士大声
念到“三五九旅”“王震将军”时，爷爷先是
兴奋地拍手，紧接着又激动地落泪，然后
用一条独腿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对着部队
代表庄严地举起右手，敬了一个军礼。

一个老兵，一个穿过战火硝烟走到改
革开放年代的老兵，用一个军礼表达了他
所有的情感。这是一个曾为共和国流血
的战士对祖国的深深眷念；是一个见证了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老
党员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爷

爷一辈子被这样的初心和使命感召着。

坚强刚毅
永葆本色
■湖北民族大学教师、张富清

孙女 张 然

“八一”前夕，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退役军人
事务系统组建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在退役军
人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会
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与会代
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勉励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奋力开创我国退
役军人工作新局面，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退役军人工作
的高度重视，对广大退役军人的关心厚
爱。会议还部署了今后一段时期退役
军人工作的目标方向，透露出创新政
策制度体系、积极转变工作理念、探索
“直通车”式安置等重要信息。无论是
退役老兵还是现役军人，无论是退役
军人工作者还是尊崇军人的社会群
众，都为之振奋、深受鼓舞，对新时代
退役军人工作如何迈上新台阶，也充
满着期待。

武汉市军休干部戴小海，在电视屏
幕上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祝福张富清
老英雄那一幕时，特别激动。“习总书记
没有忘记我们，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我
们。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一名老共产
党员，一定要做到退役不褪色、退休不退

志，发挥余热作表率。”
王敏曾是一名军事法官，自主择业

后成为一名执业律师。“都说‘见贤思
齐’，这次受到表彰的模范退役军人，就
是我们这些脱下军装、奋战在各行各业
的退役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
杆。以前我的工作是守护公平正义，现
在我的目标是要维护好百姓的合法权
益，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微
薄之力。”

作为一名普通合同工，贺晓英从 24
岁起就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工
作，30多年如一日，先后照顾老红军、老
八路等 124位革命老人，为 91位革命老
人送终。即便如此，她还是没想到，自己

作为一名身处基层为优抚老人服务的工
作者，能有幸和习近平总书记握手合影，
“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的辛苦和付出都
是值得的。”

不同的地点，相同的感动。上海市
浦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讲解员李荣
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离不开广大现役和退役军人的汗马
功劳。将退役军人服务工作做得有温
度、有情怀，既是挑战也是重任。我们要
做退役军人的贴心人、暖心人，聆听他们
的诉求，为他们帮困解难，让他们获得实
实在在的幸福感、归属感。”

在湖北省谷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局长朱伟看来，受到表彰的 91 个全国

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 76名全国退
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秉承的都是同
样的工作理念：敢于担当、积极作为，
满腔热情服务保障，真心实意排忧解
难。“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只做一件事，
就是真诚服务好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这次会议的召开，更加坚定了
我们认真细致工作的决心。我们要坚
守初心，把每一项工作都变成凝聚人
心的桥梁，让退役军人获得实惠，在全
社会营造关心国防、关爱退役军人的
浓厚氛围。”

退役军人的今天就是现役军人的明
天。做好退役军人工作，解决的不只是
退役军人的实际困难，更是现役军人的

后顾之忧；稳定的不只是退役军人群体，
更是部队军心士气；彰显的不只是退役
军人的精神风范，更是现役军人的社会
地位；推崇的不只是英模榜样，更是一种
爱军拥军的社会风尚。

对此，远在西北戈壁滩深处的某
部汽车勤务连连长徐凯和战友们深
有感触。“我们为那些受到表彰的老兵
感到自豪和骄傲。虽然他们脱下了军
装，但军人本色已经融入他们的血脉，
他们保持着军人作风，只是换个地方
去奋斗，换个地方去彰显军人的风
采。”

在某部干事李渊看来，一年多来，退
役军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不论是研

究起草《退役军人保障法》，还是开展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以及
悬挂光荣牌，都向广大退役军人传递了
‘祖国不会忘记’的最强音，也给所有现
役军人吃下了‘后顾无忧’的定心丸，激
励我们安心服役，建功军营。”

看到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的相关
报道后，媒体记者孙忠法第一时间给高
中同学、退役军人徐高敏转发了相关文
章，并附上一句：“你们的日子会越来越
好的。”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江苏省淮安
市淮阴艺术馆副馆长张春晖希望自己能
在工作中更多更好地宣扬退役军人中的
优秀典型，“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为国防建设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都作出了贡献。他们的优秀事迹，值得
我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扬。”

李丹是一名公司职员，她的父辈都
是军人，爷爷参加过淮海战役，姥爷参加
过抗美援朝，爸爸曾是一名海军，妈妈是
军医。“我第一时间把会议召开的消息告
诉了家人，他们都特别激动。我相信，有
党中央的重视，有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
门的努力，退役军人的明天一定会更
好！”

尊崇关爱、热忱服务、加强保障……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亮点纷呈，社会各界热议退役军人工作开创新局面—

“明天一定会更好！”
■周燕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