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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
要讲话。他指出，这次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是
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听说要开这个
会，我想一定要来看望大家。习近平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
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全国离退休干部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向广大老
干部工作者和在第一线辛勤服务的同
志们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强调，广大离退休干部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中央组织部去

年在老同志中组织开展了“我看这一
年”、今年开展了“我看党的建设”调
研活动，从中可以感受到，老同志对
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给予了普遍认可、
高度评价，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坚定拥护的，对改进作
风、坚决惩治腐败是坚定支持的。这

充分体现了老同志对党的深厚感情和
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

习近平指出，要广泛宣传老同志
的先进事迹，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
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
良好社会氛围。要发挥老同志的政治
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组织引

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好声音，推动全党全社
会更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要切实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
难，让老同志安享幸福晚年。

习近平最后表示，“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希望广大老同志珍惜光

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继续以身作
则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继
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积极贡献。

——摘自《习近平在会见全国离退休干
部先进集体和先进
个人代表时强调 认
真做好新形势下老
干部工作 传承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人 民 日 报
2014 年 11月 27日
1版）

组织引导老同志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好声音

“岠山就交给你了！”1996 年
植树节前一天，刚过 40 岁生日的周
云鹏，成了岠山林场第一位护林员。

岠山位于江苏睢宁县和邳州市
交界处，海拔 213.6 米，是江苏北
部第二高山，也是睢宁第二大山地
国有林场，面积超过3700亩。

“山上有雪松、国槐、侧柏等
21个主要树种，柳树、合欢等乔灌
木 11 种 ， 各 类 树 木 超 过 117 万
株。”周云鹏对“树”据一清二楚，
靠的是一双脚。25 年间，他日复一
日山上山下巡护，十分“费鞋”。

现在脚上这双黑色高筒武警专
用鞋，是旧鞋摊上“捡的漏”，他
喜欢得不行。穿一年了，鞋底和鞋

面基本完好，只是鞋帮破了几处。
这是周云鹏护林以来穿破的第 333
双鞋，也是穿的时间最长的一双。

“以前一双鞋最多穿十几天就不行
了，一年要穿坏20多双。”

常年走山路爬山坡，鞋底耐
磨、鞋帮耐碰是周云鹏对鞋子的基
本要求。他有一条心得：军用球鞋
鞋底厚弹性好，不磨脚，也不容易
臭脚，橡胶鞋帮高，石头尖不容易
戳破，最适合了。以前在古邳大集
上，随时都能买到那种七八块钱一
双，既经济实惠又耐用好穿的绿色
军用球鞋。遗憾的是，2019年以后
这种鞋子“断了货”。

最近，天气转暖，上山游客变

多了。周云鹏心里也绷紧了弦，早
上 5 点 40，就从 9.3 公里外的下邳
村家里出发上山。哪里易发生火
灾，哪里石头松动，哪片林子易有
病虫害，他一点不敢放松，每天上
下查看。

“抽 个 空 ， 到 旧 鞋 摊 转 转 。”
周云鹏 脚 下 这 双 鞋 ， 再 穿 个 把
月也得“退役”，他想再去“捡
个漏”。

护林员周云鹏的第333双鞋
闫 峰

忘了许多，没忘记两首红歌

万兆滋96岁高龄了。
这位曾经的地下党员，曾经为了革命工作历尽艰

险，推着手推车以经商为掩护，为党组织递送情报，多
次遭到敌人盘查却总能化险为夷。1947 年，他被介绍入
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他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很长时
间里，甚至连家人都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新中国成立
后，他又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

如今，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老人家正安享晚
年。他年事已高，记忆逐渐模糊，也不太说话了，甚至
连子女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但让人们惊讶的是，直到现
在他依然能一字不差地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和 《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两首红歌。而且，还能打着拍
子，喜上眉梢。

那是青春的记忆，是对党和人民奉献一生后留下的
回忆。

已经 93 岁的青岛莱西市老党员娄玉芬，则选择在 4
月30日这天，亲手将10万元现金作为大额党费交到莱西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路环宇的手中。这位老党员，18岁入
党，一生为党工作，还把3个儿子都送进了部队。

与党费一同上交的，还有一封 《离休老党员给党组
织的一封信》——“今年7月1日，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建党100周年。我这个1946年3月入党的93周岁的老
党员能赶上党的百年华诞实属万幸！……为表达一个老
党员热爱党、感恩党的淳朴心意，我自愿缴纳 10 万元

‘大额党费’，向党的百年华诞致敬！党对我的恩情，
无法用语言和金钱表达！党对我的大恩，我永远也报
不完！”

青春芳华，在奋斗中消逝，初心却永不悔改。
1948年入党的刘德新老人，如今已经95岁了。13岁

那年，她跟随部队参加抗日战争。1941 年，为突破日军
包围，她背着六七十斤重的物资前行，为防脚底打滑，
她把鞋脱掉，赤脚行军，任凭脚底扎成血窟窿，也要跟
上部队。

回首往昔，刘德新说，“只要能跟上部队，这满脚是
刺，我也不觉得痛、也不觉得痒。”

为党做最后一点贡献，则是很多青岛老党员在耄耋
之年最后的心愿。

89 岁的唐玉花，经历过抗日战争，亲见村里人遭日
本鬼子迫害；经历过解放战争，作为民兵大队长将伤员
抬到安全的地方；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当过村党支部书
记、妇女主任……

如今，唐玉花说：“我已经为党做不了什么具体工作
了，但我有一分力就发一分光！我永远忘不了，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我的成长、我的家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
的今天。这是我的心里话。”

这辈子都是党的人

汪元凤老人已 91岁高龄，那双灵巧的手，曾经为抗
美援朝前线战士赶制过衣服。

从 194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村里的妇女会主
任开始，汪元凤为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1952
年，抗美援朝战争如火如荼之际，她来到青岛，为前
线战士缝制雨衣。“我知道做这个衣服是给抗美援朝
的战士用的，再累再苦我也去，过年过节不休息我也
高兴。”

如今，汪元凤垂垂老矣，但那颗心却从未变过。她
告诉记者：“我这样想的，我现在不能工作了，也没什么
大能耐了，最后的一点心愿，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
做一点点贡献。”

91 岁的赵洪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等大小战役共 87 次，三次负伤，其中两次重
伤、一次轻伤，回首当年的选择，他说，“自古以来没有
像八路军这个样子的，爱护人民的利益。我没有什么大
的想法，我说我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将军百战死，战士十年归。如今，一身伤痕的赵洪
义年事已高，却始终不忘入党誓言。他说，我们要学好
党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93 岁的颜世志，则在 17 岁那年，步行 800 里前往青
岛平度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更是积极投身建
设，将自己的后半生献给了教育事业，直到从青岛师
范学院副院长任上离休。如今的他，依然保存着七大
本日记，四五十万字之多，从 1966 年开始记录。这
些，都是他对自己的检讨，随时反省自己，做好党交
给自己的工作。

面对余生，颜世志说，从一个贫困家庭出身的苦孩

子，到成为国家干部，这辈子都是党的人。他的心愿
是，生命结束之前要再交一次党费5万元钱。

这些可爱的老党员，留下了为党和人民奋斗的一
生。关心、爱护他们，已刻不容缓。

这场圆梦活动最大的遗憾是，老人们正陆续离世。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3月19日开始走访到5月初，就有
42位老人先后离世。这意味着，记录老人一生、帮助老
人圆梦的工作，必须加快脚步。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活动开始之际的 2321名老党
员，平均年龄已高达 91.92 岁，多数老党员的身体状况、
记忆状况、表达状况不佳，其中 1351人生活在农村，多
数人默默无闻。

所以，记录好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挖
掘他们经历的感人故事，传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极
具重要性和紧迫性。青岛市此次对全市所有新中国成立
前入党的老党员逐一走访拍摄，耗时4个月，预计6月底
结束。

时间不等人。青岛市正加大关怀力度，在走访老党
员期间，以市委组织部名义向每名老党员赠送一份特殊
的政治礼物，交给老党员们留存：专门定制印有建党100
周年烫金字样的红围巾和简约精美的包装礼盒；为每名
老党员拍摄佩戴党员徽章的照片，专门配制具有建党100
周年元素的相框。

这一幕，让许多老党员欣喜不已。96 岁的万兆滋虽
然记不得子女名字了，但抚摸着组织赠送的红围巾和党
员徽章，老人的脸上满是光芒，激动地为大家唱起了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场感人至深。

一直盼着给党过百岁生日

“一直盼着给党过百岁生日，终于赶上了。”接到青
岛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送来的红色围巾和党员徽章，家
住青岛市城阳区河套街道上疃社区的王仪亭老人特别激
动，抚摸着围巾一角上的“建党百年纪念”烫金字，喃
喃自语。

这些老党员一生奋斗，如今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迎来
百年华诞。他们是这个百年大党的见证人，更是参与
者、实践者，他们的故事，值得人们铭记于心。

记住董家德吧，他 19岁入伍，参加过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在战场上，腰被子弹打穿，伤愈后，毅然
重回战场；耄耋之年，即使积蓄微薄，每年也要拿出
2000元钱资助留守儿童。

记住尹士志吧，战场上他忘我地抢救伤员，战斗结
束，才发现身上的急救包被打成了“筛子”；新中国成立
后，他成为空军教员，培养1000多名飞行员，30年训练
当中，没有摔过一次飞机。

记住孙福伦吧，她 15岁参加青妇队，排雷布雷，没
出现一次事故；退休后，多年坚持捐款捐物，尽可能帮
助他人，几乎成为了一种本能。

记住王仪亭吧，他 18岁参军，埋伏在高粱地里打鬼
子；解放战争中，年仅 19 岁的他被敌军子弹穿透面部，
九死一生落下永久性伤残；因伤复员后，他发扬吃苦在
前精神投身家乡建设，修铁路、建水库，次次奋战在一
线；年过九旬，退岗不退休，社区卫生整治、拆除乱搭
乱建，他都第一个带头做表率……他说，“一直盼着给党
过百岁生日，终于赶上了。”

记住靳松林吧，抗日战争时期，她摸黑冒雪、只身
一人送情报，救下整个村子的人；大旱之年，她带头

“上墙揭瓦”，用来砌井引水，造福乡间；解放战争时
期，她动员村里的青年入伍参军，保家卫国。她说，“党
员就是要冲锋在前，为群众做表率。”

记住王在区吧，渡江战役前夕，他火线入党；抗美
援朝期间，他第一批出国作战。战场上，他机智果断，
炮火中两次立功；回国后，他苦练驾驶技术，从一名普
通士兵成长为坦克团连长。

记住温宝香吧，村里还没解放时，她就不惧国民党
迫害，学地下工作者剪掉辫子，留起短发；那时，人们
的思想还很封建，不让妇女出门劳动，她却每天下地开
荒，并当选为第一个女性劳动模范。

……
老党员们曾为我们的美好生活奋斗过，而他们的美

好生活，也要我们帮助他们实现。
在青岛，当地强化生活关怀，将新中国成立前入

党的老党员纳入党内重点关怀帮扶对象，每月给予未
享受优抚待遇的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解放战争入党
的老党员生活补贴。建设“青岛市老党员之家”，根据
个人意愿，对无人照料的独居老党员实行免费集中供
养，并由市管党费大力度补助，为老党员打造颐养天年
的温馨之家。

见证百年大党的盛世风茂

老党员们最大的梦想，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
华诞，中华民族正大踏步前进，为实现伟大复兴而奋斗。

老党员们身上，都携带着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如何用老党员的事迹教育年轻
人，将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成为青岛当地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此，青岛全面发动组织系统和报社、电视台、新
媒体平台力量，对全市所有老党员逐一采访、拍摄，深
入挖掘、全面梳理老党员的入党初心、工作战争经历、
对党的深厚感情等，将老党员的口述内容整理成文字资
料，在报纸、公众号等刊发；编录成 《老党员风采录》
予以印发；编辑制作成微视频、纪录片，在电视台、抖
音号、视频号等全媒体推送，作为微党课推荐给全市各

级党组织学习。
在地铁上，在公交车站，在大大小小的宣传牌，青

岛人正以不同形式，领略老党员们的风采。
不仅如此，老人们的故事，还在进入年轻人的课堂。
一场名为“课前 10分钟，故事记心中”的活动，正

在青岛市各大、中、小学校进行。各学校每天利用 10分
钟时间，播放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口述视频。播
放前，组织学生通过调研、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时代
背景；观看后，组织学生积极撰写观后感。

学生们也正在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访谈调研中，对
老党员的走访活动，正在与很多学生的社会实践相融
合。由年轻人自己去问，去感受，对老党员走过的历
史，印象更为深刻。

老党员们有幸，见证一个百年大党风华正茂。我们
有幸，见证他们奋斗的一生漫长而幸福。

梦想，在建党百年时实现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一场寻找，在山东青岛和烟台间接力。
91岁高龄的老党员孙风山，向青岛当地媒

体诉说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希望能帮他找到
当年的入党介绍人、老连长孙奎英。这位老连
长，是 1947 年他在部队时的入党介绍人。说
起孙奎英，老人几度哽咽，泪水顺着他脸庞上
的皱纹滑落：“这是我晚年最大的心愿了。”

孙风山老人的心愿，在当地媒体 《半岛
都市报》 上登了 3 个整版。在青岛、烟台社
会各界力量的协作努力下，老人圆梦之旅有

了可喜进展。近日，在有关部门积极协调
下，已在烟台找到相关亲属信息，还有烟台
市民致电媒体称，自己父亲当年的经历与孙
风山的老连长相似。目前，这些信息正在加
紧甄别中。

为孙风山老人圆梦，是一个大型圆梦计划
的一部分。

今年，青岛市委组织部、市委网信办开展
“丹心一片 风华百年——听老党员讲那过去的
故事”活动，听他们讲述峥嵘岁月、回望革命

历程，让红色精神世代传承。这个活动，发动
全媒体力量，拍摄下老人们的故事，为他们拍
摄照片，再将光盘和相框照片送给老人。

不仅于此，在听老党员们讲故事的基础
上，还发起了“帮老党员圆梦”活动，征集老
党员的心愿，发动社会力量为他们圆梦。

在青岛，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老党员有2321
名，其中参加过战争的 1309 人，占比近六
成。在他们的耄耋之年，这个海滨城市正集全
城之力，致敬老党员，助他们圆梦。

▶唐玉花老人正在
翻看自己的简历。

资料图片

◀ 96 岁 老 党
员万兆滋 （左） 在
唱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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