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周刊主编 舒 迪
收稿邮箱：sd1025@126.com
编辑电话：(010)88146990
本版责编/赵莹莹 校对/宋炜 排版/张玮

9
2021年6月29日 星期二

第807期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的集中体现，贯穿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

党坚毅前行。
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几位平凡的党员并不平凡的爱心事迹。从这几位不同年龄的党员身上，我

们看到了共产党员处处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坚守与担当。也正是无数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的坚守与担
当，铸就了我们今日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辉煌。

“身为共产党员，就要不畏艰苦做先
锋、磨炼本事冲在前，办实事、开新局。”
这是全国人大代表乔进双梅在2003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时，就为自己立下的诺言。如
今，在带领彝族乡亲奔小康的路上，她实现
了自己的这一承诺。

乔进双梅，是一位出生在四川省马边彝
族自治县高卓营乡的彝族姑娘。千百年来，
彝族姑娘中流传着一句俗语：“会说话就会
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会拿针就会绣
花。”彝族姑娘几乎人人从小学习彝绣这种

“指尖技艺”，一针一线，凝聚着对美好幸福
的憧憬，一衣一帽，展现出她们赋予生活更
多诗意的纤巧与灵性。

“彝族刺绣是彝族民间艺术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也是深受马边彝汉各族人民群众喜
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心灵手巧的乔进双
梅从小喜欢刺绣，掌握了单挑、双面挑、素
色挑、彩色挑等各种彝绣技艺。传承保护并
弘扬彝绣技艺，于她而言有一种深入骨髓、
责无旁贷的使命感。

为了让彝绣走出大山，帮乡亲们蹚出一
条奔小康的致富路，2015年，乔进双梅成

为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的“合伙人”。
这个决定，至今仍有人说她“太大胆

了”。但乔进双梅说：“脱贫奔小康，党员也
要冲在前。”

大浪淘沙，合作社初创时的5个人最后
只有乔进双梅坚持了下来。为了寻找“散
落”在马边山乡的众多绣娘，她得经常往山
上跑。“路不好走，跑一圈得好几天。”乔进
双梅说，她那时一边收集社员做好的绣品，
一边到那些贫困妇女家中，了解她们的生活
情况、刺绣技能、兼职意愿，偶尔还传授几
招“绝技”，最关键的是邀请她们加入合作
社，参与订单式生产，补贴家用。

曾经没人相信，一条彝绣丝巾能卖到
1000元。但合作社创办初期，正是乔进双
梅出于鼓舞人心说出的善意“谎言”，让数
十名家庭贫困的绣娘留了下来，她们通过培
训提升刺绣技能，并到苏州、北京、成都、
云南等地深入学习。

“共产党员要始终秉持一颗善良赤诚之
心，与人为善、以情感人，尤其是带领大家
奔小康，党员也要冲在前。”乔进双梅说。
在马边花间刺绣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家庭

式手工被扶持成一项产业，分散在附近山区
的380余名农村妇女“零投入”居家灵活就
业，一边耕种或养殖，一边利用农闲时间制
作绣品，真正实现了“背着娃娃，绣着花，
养活自己，养活家”。目前加入合作社的绣娘
人均年增收达到 8000 元以上，用“指尖技
艺”绣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路，更助推
彝族文化走得更远。

现今，“一条丝巾卖1000元”已经成为现
实。保留传统并不断创新，通过展览、电商等
途径，样式新颖、花纹简洁多样、颜色也更加
丰富的彝绣产品走出大山，远销北京、香港、
深圳等地。

彝绣产业如五彩斑斓的虹桥，为乔进双梅
与每位绣娘家庭搭起一条致富路，也让她在助
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有了更多施展空间。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20中国非
遗年度人物”……沉甸甸的荣誉让乔进双梅更
有动力。

依然是那股“凡事要冲在前头”的劲头，
在陈家溪“彝山人家”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乔进双梅率先开展8000余人的彝绣产业
带动试点，实现贫困户“搬得来、稳得住、能
致富”，展现出共产党员敢干事、干实事、干
好事的良好风范。

“在饲养、耕种和照料一家老小之外，如
果又能挣到一份经济收入，就会活得更有尊
严。”乔进双梅说，大山里的彝族妇女就像漫
山遍野的索玛花儿，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如
今，那些勤劳且灵巧的双手正在绣出更加幸福
美好的新生活。

“脱贫奔小康，党员也要冲在前”
本报记者 赵莹莹

35载寒来暑往，一辆邮车、一个喇叭、一腔
真情，便是殷勇的全部力量的源泉。

自打18岁那年由母亲手中接过邮政工作
的“接力棒”，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泗洪县归
仁邮政支局“掌舵人”殷勇就把根扎在了农村。

从信件投送到爱心助孤、扶贫济困，一条
条乡间的“爱心邮路”，承载着一名共产党员温
暖千家万户的爱心与情怀。

“年纪那么小的孩子，却承受着不该有的
苦难。我想尽力去帮他们，哪怕一点一滴。”
2012年春节前夕在归仁镇大口村走访时，一户
极其简陋的农家小院里，两个孩子单薄的身
体、憔悴的脸庞、无助的眼神，殷勇至今记忆犹
新，“他们蜷缩着蹲坐在饭桌旁，乌黑的小手抱
着馒头，挂着鼻涕的脸蛋冻得通红。看在眼里，
心都揪着疼。”与照顾孩子的老人交谈后得知，
孩子的父亲因病去世，母亲改嫁，祖孙三人平
日里靠几亩薄田和政府救助艰难度日。

“我是1993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出于
一名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我必须为这些孩子做
点什么。”素来认定“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殷勇，
对这些缺失父母关爱的孩子开始格外上心。

不久，殷勇发起“爱心护孤邮路”活动，携
手支局投递员对邮路上家境贫困的孤儿进行
物质和精神帮扶。他先是为帮扶的孤儿购买学
习和生活用品，而后又拿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
的奖金设立“殷勇劳模爱心基金”，希望能获得
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关爱孩子们以及更多需
要帮助的困难群众。

从2012年至今，殷勇将收获的优秀共产
党员、江苏邮政十佳道德模范等累计逾11万
元荣誉奖金，如数捐给了“爱心护孤邮路”。
对于自己捐出多少钱，他并不看重，而是得
意于孩子们在爱心的浇灌下，从孤僻消沉到
快乐阳光、一个个变得出息上进。

“我帮扶的第一个孩子，以全校第一名的成
绩考入泗洪县最好的高中。”殷勇语气中满是自

豪，这也被他视为对一名共产党员自身价值的极大肯定与最好的表
彰。“这件事，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下去，直到孩子们步入社会、
自食其力。”

一条条邮政路，连接起一个个乡村。在殷勇心中，在每一条
邮路上，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让人们安心放
心的旗帜，一面插到哪里哪里亮的旗帜，一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旗帜。

怀揣着这样的理念，早在2005年，殷勇就带领泗洪县归仁邮
政支局，为乡亲们开展农资配送业务，一直持续到今天。其间，他还
牵头组建了邮政电影队，每逢周末到各村巡回放映，把农民需要的
农技知识、科技文化知识、邮政业务知识送到家门口。

“那时候，农村全是土路，配送肥料只能靠肩背、身扛、板车
拉。”殷勇调侃自己是“小身板扛起大责任”。2008年夏季，为了不
耽误老百姓秋季播种时机，当时体重仅有90斤的他和投递员冒着
酷暑，用两天时间把480包放心化肥送到农家小院、田间地头。

“100斤一袋的化肥扛在肩上，身体不由自主地发抖。但一想到咱
扛起的是金灿灿的收获、满当当的喜悦,更是老百姓对邮政党员干
部的信任，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去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泗洪县很多小龙虾、螃蟹养殖户苦
于找不到收购商，每天愁眉紧锁。得知这一情况后，致力于当好百姓

“店小二”的殷勇再下田间地头，自告奋勇成了“带货官”。他以抖音
直播形式帮助农民销售甜玉米、小龙虾、螃蟹、瓜蒌子等农副产品，
累计实现销售额35万元，其“风霜雨雪走邮路，手提肩扛送农肥”的
党员风采也再次得到众多网友点赞。

但殷勇却觉得这很平常，“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组织和社会给
了我众多荣誉，我就更得以身作则为老百姓多干事、干好事、干实
事，这样才无愧于组织的托付和群众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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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件好事一
做27年，不容易。年过古稀的他，用
一生的时光，诠释着平凡的感动。”这
是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日前在
奖励张如普老人时的颁奖词。

今年75岁的张如普，是浙江宁波
镇海区一位普通的退休老人。

这位有着50余年党龄的老党员，从
27年前至今，日复一日，都做着同一件
事——助学。27年来，他用自己的爱心
托起了上百名贫寒学子上学梦。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能发挥余热，
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心里很高兴也
很欣慰。”张如普说。

前不久，就读宁波大学的大二女生
小于，正为她的下一年度学费和生活费
担忧时，宁波市慈善总会告诉她，有位
好心人将资助她明年的学费。张如普将
每年拿出3000元，一直资助到小于毕
业，这也是老人27年来资助的第100
位贫寒学子。

“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际，我也迎来了资助的第100个
孩子，作为一名老党员，真心高兴。”
张如普说。

从 27 年前帮助第一名困难学生至
今，身为普通人的他，已经累计捐资近
60万元，结对资助的100名学生中，年
龄最大的现在已经40多岁。

在张如普的家中，有一个红色的锦
盒，那是他珍藏的宝贝。盒子里面装的是
各地孩子们寄来的信以及资助的票据、证
书、照片，他用纸袋一卷一卷包好，再规
规整整地放在一起。

张如普刚开始资助贫困学子时，有的
家长提出以后要偿还和回报于他。

对此，张如普想出和受助者签署一份
“特殊协议”的办法来打消他们的念头。他
在协议上明确表示，坚决不要求他们无论
现在和将来，对他做出任何形式的回报。

“在助学这件事上，我从没想过让孩子
们回报我，他们应该努力学习，回报社会。”
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转眼，这样的资助持续了27个年头，
没有特定的捐助对象和固定资金，谁家孩
子读书有困难，张如普就会伸手帮上一把。

让人欣慰的是，张如普帮助过的孩子
们，都没有忘记这位平凡的老人。

就在今年，张如普还接到了一个电话，
来自他曾经在汶川大地震后资助过的四川

省青川县的小李。
“张叔，我要结婚了，没有您的帮助

我走不到现在，有机会一定要来成都参加
我的婚礼。”

“真的啊！真是太好了，张叔真是为
你高兴……”

每当接到类似电话的那一刻，就是张
如普心中倍感欣慰的时候。

熟悉张如普的人都说，他做好事是发
自内心的，他对别人非常大方，但对自己
和家人却很“吝啬”。

张如普生活十分俭朴，平时吃的多是
青菜，穿的还是退休前单位发的工作服，
已洗得发白了。

原本早就答应给老伴买的手链，好多
年了也一直没兑现。老伴知道，买手链的
钱早就被用于助学了。

“我跟老太婆说，日子过得去就可以
了，要这么多钱干吗？”对于家人，张如
普总说，自己一直挺“抠”的，一件衣
服，一穿就是10年、20年。

2014年年初，张如普患上了重病，
去上海医院动了手术，每月的药费要几千
元。尽管身患重病，老人助学热情依旧，
仍不忘承诺，他说：“就算卖掉房子，也

要坚持下去！”
如今，老人每年拿出至少3万元，资

助10余名困难学生，这几乎是张如普夫
妇全年收入的一半。

作为一名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
张如普对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曾多
次交纳特殊党费，而且极其用心。

从2001年申奥成功交了第一笔特殊
党费开始，到后来的 2008 年汶川地震、
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建党
90周年、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等时候，
张如普都会主动交纳一笔特殊党费。

他说，这是告诉自己，要时时刻刻谨
记党的教诲，履行一个老党员应有的责任
与担当。

不久前，张如普收到了来自“天天正
能量”的一笔奖金。这是阿里巴巴联合全
国100多家媒体搭建的一个开放公益平
台，截至目前，共发放了8200余万元公
益金，奖励了9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
正能量人物。

面对奖励，老人有些不好意思：“真
是太难为情了，我就是做了一点点小
事，社会上有很多好心人做得都比我多，
这奖我愧不敢当。”

随后，张如普又联系上了福建省惠安
县一名困难学生，准备签署资助协议，承
诺资助该学生读完高中。

“助学路行二十七，原本打算息一
息。通过党史来学习，不忘初心再助学。
送走一个毕业的孩子，我会再迎接一个新
的孩子。”张如普说。

27年漫漫助学路

75岁的老党员有一份“特殊协议”
本报记者 舒迪

“党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有天大的恩
情，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就一定要一
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江西省上
栗县长平乡，一栋旧式砖瓦结构的老
屋内，92岁的李维正神情庄重地把党
徽别在胸前。

因为年事已高，老人很多事都记不
清了，但有两件事情他记得特别清楚：
一是今年是他入党的第65个年头，二
是他创办的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成立
30周年。

1991年 3月，怀着“不让一个孩
子因贫困而辍学”的初心，当时已经离
休的李维正和几位老教师一同发起创办
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发动社会爱心力
量，帮助贫困学生。也正是从那时起，
老人的爱心助学道路越走越宽。

如今的老人，因为要省钱助学，节
俭惯了，即使牙齿已快掉光，也舍不得
配副假牙，说话因此有些含糊不清，语
速也很慢。但只要一提起自己“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老人的眼中就
会有亮光。

正是为了这句承诺，李维正几乎用
了一生的时光去兑现。

其实，早在1958年从部队复员后，
到边远山区担任小学教师、校长开始，李
维正眼见不少学生在冬日严寒中赤脚上
学、甚至因为家庭贫困濒临辍学。从那时
起，他就开始拿出自己的部分工资资助

这些贫困的孩子。“因为身为一名共产党
员，就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
必然的选择。”李维正说。

三四年前，李维正还不顾年事已高，
依然坚持手拄拐杖奔走在助学路上，“混
迹”于孩子们中间。直到这两年，因为身
体状况欠佳，他终于“跑”不动了，但老
人的身边从来都不缺少孩子们的身影。受
他资助过的孩子总是惦念着他，隔三岔五
便过来探望。

今年3月，樊杨国赶在开学前再次看
望李维正。依旧如从前那般，他抱了抱眼
前的耄耋长者，继而嘱咐他保重身体。两
年前，樊杨国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后，母
亲却查出重病。原本贫瘠的家庭中，本就
不多的积蓄只能先紧着母亲治病，就在樊
杨国心灰意冷时，“是李爷爷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圆了我的大学梦。”

如今年迈的李维正，常常为自己不能
帮助更多孩子感到歉意，却也欣慰于他们
的知恩图报。每当有曾经资助过的学生来
家里，他总免不了抹两把眼泪，有时还会

哭得像个孩子。但孩子们知道，老人这是
开心的泪水。

这些年，李维正和老伴一直过着布衣
旧衫、粗茶淡饭的生活。他以个人名义资
助了多少孩子，自己从没统计过。“节俭
一点，就能帮更多孩子渡过难关、改变人
生，值得。”老人常说，已经帮助过的就
不必记得。他不仅自己矢志不渝，还带动
妻子和儿女一起加入到助学队伍中。

有了这样的精神支撑，李维正发起成
立的基金会，也在一步一个脚印中走得越
来越好，得到了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充分信赖，逐步发
展成为当地具有广泛影响的优秀品牌慈善
组织。

记者获悉，30年来，长平人民教育
基金会共发放助奖学金共计 508.69 万
元，助奖总人数达5787人次，为长平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提供了坚实
后盾。得到资助的孩子有的还在求学，有
的已经学业有成并走上了爱心反哺之路，
回报故乡的同时，很多孩子工作后都会定

期向长平人民教育基金会捐款。
时光走到2021年，在党和政府以及

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最初成立基金会
时，李维正“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辍
学”的初心和使命已经实现。如今，长平
乡连续29年无一人因贫困辍学，还走出
了不少硕士、博士、留学生，甚至全国师
德标兵、省市县优秀教师。

李维正身为一名老党员的道德垂范和
慈善精神，也在基金会中延续下来，源源
不断地为当地教育事业注入能量。在基金
会的带动下，长平乡先后又有3个村成立
了类似的助学组织，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
加入到了扶贫助学的行列。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脱贫
攻坚奖奉献奖”……近两年，年过九旬的
李维正仍然频获殊荣，他用一生的坚守，
交上了一份让组织和乡亲们满意的教育扶
贫答卷。那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诺言，他依然总是经常提起。

这，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一世
的初心，也是他用一生去身体力行的诺言。

身为党员，就要一辈子为人民服务
——一位耄耋老党员的慈善初心与坚守

本报记者 郭帅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来自四位普通党员的爱心坚守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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