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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
提名奖获得者时，亲切的目光转向
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人，饱含深
情地对大家说道：“我刚才看到这
位老前辈，她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
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她今年90多
岁了，我看到她以后心里一阵阵的
感动。”习近平总书记还给在场的
300多位与会者讲述了甘祖昌老人
的故事，然后说道：“我当小学生
时就有这篇课文，内容就是将军当
农民，我们深受影响。至今半个世
纪过去，看到龚老现在仍然弘扬着
这种精神，今天看到她又当选全国
道德模范，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我感到很欣慰。我们要弘扬这种艰
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
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我再次向龚老前
辈表示致敬。”

习近平总书记话音刚落，全场
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甘祖昌是江西省莲花县人，22
岁那年 （1927 年） 加入中国共产
党，第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他从红色根据地井冈山起步，跟随
红军参加了长征，接着又参加了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是一位身经百
战、战功赫赫的开国将军，荣获过
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
章等。

1952 年春天，正在新疆军区
担任后勤部部长的甘祖昌，在检查
工作返程时，乘坐的车子翻到了河
里，身负重伤，留下了严重的脑震
荡后遗症。此后的那些日子里，他
常常为自己的身体叹气，总觉得自
己正当壮年，但为党、为国家做的
工作太少了。

1955 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
军衔。有一天，他对妻子龚全珍
说：“比起那些为革命牺牲的老战
友，我的贡献太少了，组织上给我
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妻子理解
他的心事，就说：“你有什么打
算，就向组织说吧，无论怎样我都
支持你！”

于是，甘祖昌不止一次地向上级
打报告，请求组织批准他“解甲归田”，
回江西老家去当一名普通的农民。

1957 年，组织上经过研究，尊重
和批准了他的请求。这一年的8月，
甘祖昌带着家人离开部队，回到了老
家莲花县沿背村。这一年，甘祖昌将
军52岁，龚全珍34岁。

从一位穿皮鞋的将军，一下子变
成了田地里的“赤脚大仙”，老家的乡
亲们对甘祖昌的选择不能理解，觉得
他“太傻”。

有的乡亲还“数落”他说：“祖昌
哪，你穿着草鞋从沿背村跟着红军队
伍走了，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打出了
一个新中国，现在又打赤脚回到村里
来，那你那么多年的仗不是白打了？
血不是白流了？”

甘祖昌听了，哈哈一笑，连忙解释
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队伍，
是为全国老百姓打江山的，为所有劳
苦大众谋幸福的，可不是为了贪图个
人的高官厚禄和生活享受哪！怎么能
说是仗白打了、血白流了呢？”

“那你成了将军，又回到村里来种
田、打柴，不后悔吗？”

“后悔啥呢？共产党人的本色，就
是永远要艰苦奋斗嘛！”

甘祖昌一点也不后悔自己的选
择，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打赤脚的种田
人。他经常是连一双草鞋都舍不得
穿，早上赤脚出门，晚上赤脚回家。甚
至还在家里订了个“规矩”：孩子们也
一律不准穿鞋下田。

这是什么规矩呢？夫人龚全珍和
孩子们一开始也不太理解，更无法适
应。特别是孩子们，一个月前还生活
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吃糖果都要挑
高级一点的，现在转眼都变成了打赤
脚的“野孩子”。

过了好久，孩子们才渐渐明白了
父亲的“良苦用心”。原来，赤脚不是
为了省鞋。父亲是从小当放牛娃、打
柴火出身的，懂得一个道理：在乡下，
不会赤脚走路，就无法参加生产队的
劳动，也就不能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同
甘共苦。

龚全珍慢慢地也理解了丈夫的苦

心，全力支持丈夫对孩子们的要求。
很快，龚全珍也从一位“将军夫人”变
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和丈夫一
起，用艰苦朴素的好家风，默默地影响
着孩子们的成长和做人。

从此，孩子们对父母亲的选择和
教导，都更加理解和敬重，脚踏实地地
跟着父亲、母亲不断学习各种农活技
艺，踏踏实实当起了农民。

甘祖昌回到老家后，始终保持着
老红军艰苦朴素的作风，一心一意帮
助乡亲们排忧解难。在他的生活里，
没有“享受”二字，只有“吃苦”和“奋
斗”。他每次到北京开会，总是“上车
前一碗面，车上一碗面，下车一碗面”，
靠着简单的三碗面，就到了北京，从无
例外。

有一年，他获知有一个水稻优良
品种叫“清江早”，生长期只有70天，
很是高兴，就对乡亲们说：“全县有一
万多亩秧田，要是种上‘清江早’，正好
赶上种晚稻，亩产五六百斤，就可增产
五六百万斤哪！”

他到处打听，在哪里能买到“清江
早”的稻种，技术员说是清江县（现为
樟树市）农科所里有。甘祖昌说：“好，
你跟我一起去，马上走！”技术员说：

“清江火车站离县城七八里路，要不和
县委联系一下，请他们派个车？”甘祖
昌说：“七八里算什么？走着去！不要
给人添麻烦！”

那天不巧是下雨天，甘祖昌的布
鞋上沾满了湿泥巴，赶起路来不方便，
他索性脱掉鞋子提在手上赶路。那个
年轻的技术员怎么也无法把这位甘爹
爹和“开国将军”联系在一起。

甘祖昌务农的沿背村，耕地多是
冬水田，平均亩产总是很低。他带着
乡亲们用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
法，给农田开沟排水，使粮食亩产提高
了 50%。为此，他还被当时的中国科
学院江西分院聘请为研究员。

后来，他又带着乡亲们经过多年
奋战，在家乡修建了一座浆山水库和
好几条灌溉水渠。水库建成后，他又
和技术员研究建发电站、机械修配厂
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有了发电站，
附近的村子家家户户都有了电灯，从
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乡亲们欣
喜地说：“这电灯的光亮，是老红军给
我们送来的哟。”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又找来工
程师，带着乡亲们，冒着严寒，顶着酷
暑，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地苦干了三
年，在家乡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
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

这时候，他的孩子们也都慢慢地
长大成人了。孩子们从父母亲日常生
活中的言行中，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
叫共产党人的“一生为党、一心为民”，
什么是艰苦朴素的“清白家风”。

孩子们成年后，也从来没有因为
自己的父亲是新中国的开国将军，是
国家和人民的功臣，而向组织要求什
么“特殊的照顾”。

至今，甘祖昌和龚全珍的后辈，都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勤勤恳
恳地工作，老老实实、清清白白地做
人，从来也没有给父亲和母亲“抹过
黑”。时间长了，他们身边的同事和朋

友，几乎没有谁知道，他们是一位战功
赫赫的开国将军的后代。

甘祖昌有个孙子，名叫甘军。甘
军19岁参军入伍，21岁成了一名光荣
的共产党员，24岁转业回到家乡的工
商部门工作。

无论是在部队里，还是转业到地
方的普通工作岗位上，甘军一直把自
己的爷爷是新中国开国将军这个秘
密，深深埋在心底，踏踏实实在基层一
干就是十几年，还主动要求到地处偏
远、条件艰苦的高坑工商所工作。

一直到2010年12月中旬，甘军的
一位领导接到一个电话，特邀甘军参
加甘祖昌将军塑像落成仪式，大家这
才知道，甘军是老将军的嫡孙。这个
秘密被甘军隐藏了十几年。

在部队服役时，有一次，甘军因公
负伤，撞伤了右眼，被确定为三等乙级
伤残。但他从来没有对领导和同事提
起此事，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近视才
戴眼镜的。

甘军在谈起自己一直坚守的这两
个“秘密”时，这样说道：“我很平凡，爷
爷教育我，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坚守信
念，而不是对组织有所要求。在我心
中，爷爷就是一盏明亮的灯。”

是的，甘爷爷不仅是嫡孙甘军心
中的一盏灯，也是江西老区和全国的
干部、百姓心中的一盏不灭的灯。

“革命后代，将军传人；淡泊名利，
情操高尚。”这是江西省萍乡市工商系
统的同事们赞美甘军的16个字。这
16个字里，也包含着对一种高尚和美
好的家风的礼赞。

1985年，甘祖昌老将军的旧病复
发了。新疆军区首长派人来慰问，提
出要为甘祖昌在南昌盖栋房子养老。
甘祖昌听了，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道：

“感谢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我
已经80岁了，还盖房子干什么？为国
家节省点开支吧。”

1986 年春节过后，甘老病势转
重。弥留之际，他还不忘给家人交代
说：“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
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不要
给我盖房子……”

1986年春天，甘祖昌老人在故乡
莲花县逝世。他没有为后代留下任何
物质和金钱的遗产。他回乡29年来，
每月的工资除了维持一家人最低标准
的生活费，其余的都尽量节省下来，用
在为家乡添置和建设各种农业和水利
设备上了。仅是有据可查的数字，甘
老 陆 续 捐 献 给 家 乡 的 现 金 ，就 有
85780多元，占他工资的70%以上。平
时他为乡亲们救急解难拿出的钱，更
是无法计算了。

甘老去世后，老伴龚全珍遵照丈
夫的遗愿，继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也从来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后
来，她当上了乡村教师，就用教书育人
的方式，倾尽自己的所有，全心全意为
乡亲们排忧解难，在山区孩子们幼小
的心田里播撒知识和美德的种子。

几十年下来，龚全珍自己早就记
不清，她帮助和劝回过多少辍学失学
的孩子，为多少个贫困家庭的学生一
次次默默地交了学费。

（作者系湖北作协原副主席）

闪 亮 的 初 心
——甘祖昌、龚全珍的故事

徐 鲁

1957年，经组织批准后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
安家落户当农民。

天空炸响惊雷
滚滚响彻寰宇
令人心悸
闪电刺破苍穹
像坚韧的钢绳
把云彩撕裂
狂风呼号
大树弯腰长啸
您怎能离去

大地映照日月
投下闪烁的星海
聚焦最亮的那一颗
稻田秧苗低垂
叶片相互抚摸
嘤嘤哭泣
蛙声低沉
奏出悲鸣曲
您怎能离去

高山低头哀伤
腰缠白云
是在为您披麻戴孝
松针挂满露珠
那是上天的眼泪
在汩汩流淌
百鸟低吟婉转
歌声摄人魂魄
您怎能离去

大江滚滚东去
浪涛拍岸
声震四方

江水嚎啕述说
看那肥沃的土地
留下永远抹不去的

身影
鱼儿跃出水面
摆动尾鳍
您怎能离去

天空惊雷
秧苗低垂
百鸟婉转
江水嚎啕
呼唤着同一个名字

——
袁隆平
您的离去
使人间少了一位精英
天堂多了一位绅士

您是杂交水稻之父
心中装着人民
实验室里彻夜伏案
试验田头苦苦寻
那一颗颗饱满的稻种
就是一个个满载基因的
——芯片
您赢得了原创
最权威的领跑权
忠实践行教诲
把中国人的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

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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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红的党旗下，
我们郑重地举起了右手。
铿锵的誓言，
向党庄严地说出口：

“把一切献给党”，
永远跟党走！
我们是工人、农民、军人，
我们是科学家、记者、教授……
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不同职业，
有着共同的信仰、共同的情怀、共同

的追求！
从此，我们拥有一个光荣的称号：
共产党员！
这就注定终身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誓言就是承诺，
誓言就是忠诚，
誓言就是担当，
誓言就是奉献！
践行誓言，才是真正的坚守，
真正坚守，才能显示党员的优秀！
百年征程，百年奋斗！
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

福自由，
多少共产党员，
赴汤蹈火无所惧，
甘洒热血写春秋。
红色记忆传千古，
多少榜样在前头。
李大钊从容赴死绞刑架，
用生命唤起民众对真理的追求！

杨靖宇，风雪中忍饥挨饿，
一个人也坚持战斗到最后。
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
胃里仅有草根树皮破布头，
震慑了残忍的强敌日寇！
江竹筠，竹签钉入十个指头，
酷刑受尽不开口，
面对死亡开口大笑，
和难友们倒在新中国门口！
刘胡兰死在敌人的铡刀下，
当时未满十五岁，正值年华豆蔻！
还有，还有，我们无数的党员同志，
面对敌人滴血屠刀，
冒着青烟的枪口，
崇高信仰决不改变，
入党誓言永不背弃，
革命理想决不易移，
党魂操守永不丢！
他们中，
有士兵也有将军，
有平民也有领袖，
有少男少女，也有老妪老叟……
还有许许多多的党员，
史书上无记载、纪念碑上没有名姓留，
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作为，
是对誓言至高无上的坚守，
他们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硬骨头。
百年征程，百年奋斗！
当硝烟尚未散尽的时候，
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城楼！

共产党人前进的脚步从未停留！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舍小家为大家，
舍小我为大我。
共产党员时刻把人民放在心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人人甘当人民的孺子牛！
在群众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在危难重重的每一个紧要关头，
共产党员必定站在浪尖风口！

“我是党员，我先上！”
成为群众最熟悉最亲切的一声吼!
君不见，
焦裕禄带病兰考战风沙，

“焦桐”遍布在盐碱地和沙丘，
老百姓不再为吃不饱而发愁！
王进喜跳进井池用身体搅拌水泥，
只是为了向祖国献石油！

雷锋把群众大事小事记在心头，
向他题词致敬是伟大的人民领袖！
为了让一亿人摆脱相对贫困，
几百名党员牺牲在扶贫岗位，
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六岁的黄文秀！
为摘掉国字号贫困帽，
黄诗燕走遍全县每个山头村组，
直到生命的最后，
手中还握着修改扶贫纪要的笔头！
奔小康路上，
共产党决不落下一个民族，
一个家庭，
一个农友！
君不见，
研制“两弹一星”的共产党员和战友，
隐姓埋名几十年，
父母妻儿书信都不知往哪投！
当大国重器横空出世，
一切反动势力在瑟瑟发抖！
太行山区的老支书，

为把清泉引到村村组组，
劈山开渠几十年，
磨秃的钻头就有几十篓；
大凉山的好书记，为了修好致富路，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
一直干到白发满头。
大地震最先到达现场施救，
大洪灾不惜用身躯堵缺口，
抗病毒向疫情高发区逆风行走，
时刻守护在病患床头！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共产党员与人民群众就是永不分离

的亲骨肉！
在无私奉献中践行誓言，
是一种平凡而伟大的坚守！
正是从广大党员的身上，
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跟共产党走，
中国有希望，
人民有奔头！
历史选择了共产党，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民选择了共产党，
是共产党来自人民，
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和人民在一起，
中国共产党底气十足，
执政基础无比深厚，
治国理政惊艳全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成就！
百年征程，百年奋斗！
新长征又到了出发的时候。
百年大党，
充满朝气，充满智慧，更加成熟！
英明睿智的人民领袖，
高瞻远瞩，早已科学谋划运筹！
坚强团结的党中央，
已把民族复兴蓝图绘就！
九千万共产党员，
同全国人民一道，
早已跃跃欲试，
在新长征舞台上大显身手！
践行誓言跟党走，
就没有闯不过的关口；
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
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就没有应对不了难以预测的因素！
党员徽章戴在胸前，
人民放在心中，
始终不忘初心，
使命扛在肩头!
为党旗增光添彩，
为自己鼓劲加油！
只要我们践行誓言不打折扣，
只要我们代代相传永续坚守，
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必然实现，
红色江山永久屹立东方，
光辉照耀四海五洲！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政协原副主席）

党旗下我们宣誓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抒怀

陈建泽

忘不了那一天众望所归，
忘不了那一时民心所向。
时代的号角吹响，
民主的浪潮汹涌。
大军过江，所向披靡。
百年的沉疴宿疾要从此割除，
欢呼的期待伴随着解放的炮声震响。
这是新生共和国的前夜，
这是浴火共度党派的呼声。
忘不了美髯飘腮的沈钧儒振臂一挥，
忘不了眼镜后面陈嘉庚睿智的眼神。
忘不了倒在血泊中的李公朴；
忘不了面对枪口不惧死亡的闻一多；
忘不了把钥匙扔在家赴汤蹈火的鲁迅；
忘不了昂首挺胸迈进监狱的七君子，
更忘不了营救各路聚议的东江纵队。
刘黑仔的神枪，林文雄的骁勇。
奔向延安，奔向西柏坡，
奔向解放的战场。
用笔作刀枪，
将诗文装进枪膛，
正义的呼声铺天盖地。

宋庆龄走上了政协讲坛；
张澜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柳亚子和诗一唱雄鸡天下白。
为了自由，解放！
为了民主，解放！
为了团结，解放！
为了胜利，解放！
解放出苦难的灵魂，
解放出共赴国难的肝胆相照，
解放出强大的共和国。

航母已下水，
战狼已飞天，
控空上九霄。
我们的知识已启蒙了一个个精英，
我们的医术救治了一个个患者。
你的我的共产党同事对我说怎样去扶贫。
我的党小组长对我言去看看春天的美景。
玉兰开了，芍药朵红了，百结的缤纷香气四溢。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待到春芳烂漫时。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系北京文学

月刊社社长助理）

难 忘
王 童

史册重温，
煌煌伟业，
百年征程。
缘红日东诞，
辟地开天；
独立创军，
危难受任。
壮烈驱倭，
浴血攘凶，
二十八载国典成。

站起来，
赞复兴路上，
接力圆梦。

纵借仙笔挑灯，
犹难尽百年伟业丰。
莅全新时代，
天蓝水碧；
民无贫者，
亘古未闻。

国多重器，
天涯为朋，
汉唐雄姿再重逢。
蓝图就，
看云帆直挂，
破浪前行。

（作者系全国政协经
济委员会办公室工业处处
长）

沁园春·重温党史
吴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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