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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容和善，没有一点儿架
子，是李宏塔给人的第一印象。

记者与他初识于全国政协
十一届四次会议，接受采访
时，侃侃而谈的“李委员”，似
邻家的一位睿智长者。听着他
讲述那些生活中的发现，总能
体会到一种忧国忧民的共产党
员情怀。

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李
宏塔向大会提出“建议在全国进
一步推广‘一张纸献爱心行
动’”的提案。会后短短3个月
时间里，他筹集变卖废纸两万
元，通过“一张纸献爱心行动”
全国统一捐赠网站如数捐给中华
慈善总会，用于救助西藏昌都先
心病孤儿江措。

“如果你不曾看到站在 ICU 重
症病房门前流泪的母亲，很难想到
一张废纸会和一条鲜活的生命产生
联系，也就很难理解什么叫‘勿以
善小而不为’。”李宏塔说，这样一
种触手可及、人人可为的平民慈善
新形式，真正实现了弃置资源向爱
心善款的转化，可见“小善行也能
成就大爱心”。

正如他所说，一个人能做得很
少，但又很多，只要一直坚持做公
益活动，我们就能让社会变得更加
美好。

沧海桑田，一根红线三代人。
从李宏塔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先
驱们的优良家风，更看到了共产党
人“革命传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
人民”的不变信念。

◎记者手记

“应邀参加建党百年庆典，让我感到无比
幸福与荣耀！”刚刚参加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大会，全国人大代表、公益组织“宝
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激动地告诉记者：“这不
仅仅是一次盛典，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取得举
世瞩目成就的见证，是全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
结果。今天的中国繁荣昌盛，今天的中国人民
生活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

“庆典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深入人
心，鼓舞士气，现场气氛浓烈，能在现场参加
这样的盛典，我现在还激动万分。”张宝艳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那句“初心易得，始
终难守”让她感触颇深。

作为宝贝回家创始人，张宝艳的初心是
帮助每一个寻亲家庭团圆。

2007年，张宝艳创办我国首个公益寻子
网站“宝贝回家”，专门帮助被拐卖、流浪乞讨
的儿童。多年来，已帮助逾3000个家庭重新
团聚。14年的时间，“宝贝回家”汇聚爱心志

愿者超过36万人。
“每每看到相拥而泣的父母和孩子，我就

觉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张宝艳说，虽然
一路上有困难、有误解，但她的初心依旧。“我
始终牢记着我的初心与信念：让每一个走失
被拐孩子都能回家。”

如今，59 岁的张宝艳仍然坚守使命担
当，为千家万户的团圆奔走在全国各地，很多

“宝贝回家”的孩子喜欢称呼她一声“妈妈”。
“很高兴一直做着大家期盼的事，努力给孩子
们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我们每个
人也都是受益者。”张宝艳说，她坚信在党的
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所有的破碎家
庭都能重聚。

“曾经我们将雷锋精神牢记心中，在新时
代的今天，我们更要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从
小事做起，从我做起，无私奉献，将雷锋精神
传承播撒，让更多的人受到感召，在奉献的道
路上同心同行！”张宝艳说。

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

牢记初心与信念

7月1日，90岁的抗美援朝老兵左文平登
上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有着73年党龄的他，曾经参与过天安门
广场修建工程，这次重回故地，看着一路上日
新月异的变化，老人双手有些颤抖，眼里噙满
了泪水，“太激动了。”

“这么大年纪还有机会参加这么隆重的大
会，这是给我最大的荣誉。”左文平说，他的战
友们都已相继离世，他要替战友们好好看看眼
前的繁华盛世。“一路走来不容易啊，我们国家
太伟大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
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
前碰得头破血流!”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
这段讲话，左文平使劲鼓掌：“这话讲到了我
的心坎上。”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
战争中一路披荆斩棘，左文平心中一直坚
守着对党不变的信念，以及对战友们的那
份承诺……“我们曾经在战场上约定，谁能
活下来以后就为大家一起交党费。”这些年，
他从未忘记为牺牲的战友一起交上党费。

“活着就得多为党做点事。”这位战功赫
赫的老兵，从部队转业后便一心投身公益，一
边尽全力资助需要帮助的人，一边走进中小
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现在的娃娃就是
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要把爱国的火种在
每个娃娃心里点亮。”

“老兵永远得跟党走，一日为兵，终身为
兵。”虽然身体日渐年迈，但左文平依旧精神
饱满，他希望将来还能做更多的好事，“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那是用无数战友的生
命换来的，我相信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老兵左文平：

“总书记的话讲到了我的心坎上”

“很荣幸受邀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能够近距离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深受震撼，也十分荣耀。”体操奥运冠军陈
一冰表示：“特别是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内心无比激动，备受鼓舞。”

“当全场齐声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时，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天安门
广场上空迎风飘扬，那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奥
运赛场上，那一刻的感觉，就像得了奥运冠军
一样激动，为我们的祖国骄傲和自豪。”陈一冰
表示，虽然已经退役多年，但他的初心依旧，对
于祖国的栽培也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

曾经在赛场上获奖无数，夺金牌为国争

光，如今，卸下光环的他，成为了大学课堂的
副教授，也是公益路上的赶路人。“我想通过
做公益，延续体育精神，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这些年，陈一冰通过各类体育公益活动，把自
己这些年训练的经历和经验转化成更多人尤
其是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体育项目，让他们真
正在体育中收获快乐、强健体魄。同时，他也
在力所能及地帮助偏远地区儿童，“我希望他
们的体育梦也能被点亮。”

“我想用这样的方式回馈社会，回报党和
国家对我的悉心栽培。”陈一冰说，“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公益的
路上一直走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奥运冠军陈一冰：

“那一刻，为祖国骄傲和自豪”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热心公益慈善的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抗美援朝老兵左文平、奥运会体操冠军陈一

冰受邀观礼，现场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3人，采访其见闻
与感触。

红色家风激励前行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
际，72岁的李宏塔走上“七一
勋章”领奖台。

满头银发的他，身姿挺拔、
精神矍铄，眉目间与祖父李大钊
颇有几分相似，但依然保持着一
贯谦和谨慎的作风。“身为一名
共产党员，要不断地开拓新的前
进道路。作为革命后人，‘七一
勋章’将激励着我们继续向前永
不停步。”获奖后的李宏塔，谨
记父亲生前的教诲，以及祖父李
大钊倡导的革命精神和不为名利
的家风情怀，这是他内心真正的
根系。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
责任。”李宏塔告诉记者，在他
看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
章”是祖父一生奋斗的真实写
照，如今在新时代应当有新的
解读。

“我的理解，就是敢担当、
善作为。做事情要认真负责，
该你做的事情要义不容辞，主
动去做，而且要做得漂漂亮
亮。”李宏塔说。继承和弘扬红
色家风，向来是共产党人的坚
定选择。作为“共产党人革命
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李
宏塔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
洁、以严治家。

在安徽省合肥市，很多市
民眼中的李宏塔，是一位“自

行车上的厅长”。在省民政厅任
职的20年间，他骑坏了4辆自
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
底鞋。

“最初那会儿，我家离省民
政厅不远，坐公交车只需3站，
我就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李
宏塔告诉记者，直到2004年随
着他年龄增大、办公地变远，自
行车“与时俱进”地换成了电动
自行车。

几十年来，身负“革命后
代”的责任，他无时无刻不在提
醒自己，要把工作做得更好，把
人生过得更加干净纯粹。

“回望我们党100年波澜壮
阔的历史进程，多少老一辈革命
家，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
期，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
甚至牺牲了生命。跟他们比起
来，我仅仅是做了党员干部该做
的事情。”李宏塔表示，共产党
员要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

“尽管我已退休，但今后依
然要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不
断弘扬传承下去。在新的百年里
尽自己所能，做我应该做的工
作。”李宏塔说。

新时代的“铁肩担道义”

“我们多一点辛苦，群众就
会减少几分痛苦。何乐而不
为？”这是李宏塔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深受父亲影响的他，工作实事
求是，从不搞形式主义，容不得一
点花架子。在他38岁面临人生重
要抉择时，毅然走进了安徽省民政
厅。“因为我喜欢直接与困难百姓
打交道，给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最
合我意。”李宏塔说。

父亲的谆谆教诲，让李宏塔心
系基层和群众，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都蹲在乡镇
基层。身为一位“老民政”，他将
日常工作归纳为3句话：“视孤寡
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
视民政对象为亲人，这是新时代的

‘铁肩担道义’。”
20世纪90年代，皖北农村相

对落后，李宏塔去得最多。每次下
乡，他都不打招呼，走进村、敲开
门，直接和群众坐在一起，到群众
中听心声；走访困难群众，他总是
亲手掀锅盖、查米缸、看存折、问
细节，全面了解政策落实和救助金
兑现情况；从百姓家出来，再去乡
镇、县市座谈……以实际行动践行

“民政为民”的使命初心。
长江和淮河流经安徽，每逢有

洪涝灾情发生，总是他最忙的时
候，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

2003年夏天，淮河、滁河流
域发生汛情。7月 23日，李宏塔
带着民政厅有关部门人员察看灾
情。他们走进受灾群众住的帐篷
和庵棚，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
人。随行人员用温度计进行测
试，草搭的庵棚里是45℃，帐篷
里是 50℃，用蛇皮袋搭的庵棚
里，温度高达 55℃。里面待不
住，一些灾民就露天睡在淮河大
坝上。

心细如发的李宏塔马上让工作
人员调整安置方案，寻找集体房
屋、闲置校舍重新转移安置。一直
察看到下午3时许，一行人才到路
边一家小饭店吃午饭。

担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后，李
宏塔长期分管机关扶贫工作。据身
边的工作人员反映，由他带队的调
研，不仅行程满、节奏快，而且喜
欢“寻丑”“揭短”，哪里条件差就
往哪里去。

“唯有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
命。对我来说，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李宏塔
认为，唯有履行使命，才能把初心
变成一件又一件与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密切相关的实事。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退
休后，李宏塔依旧为改善困难群众
生活四处奔走，始终做到“革命传
统代代传，坚持宗旨为人民”，这
句话，也成了他获得“七一勋章”
时的颁授词。

为慈善事业不停奔忙

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当好人民
勤务员，在李宏塔身上有着直接的
体现。无论身居何位，他都始终按
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忠诚干净担
当的典范。

在民政部门多年的工作经验，
使得身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的李宏塔，总是找机会为困难
群众“发声”，并就我国慈善事业
发展多次递交提案。

立法规范慈善活动，对促进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2008年，李宏塔在
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重视慈善立
法的提案》。次年3月召开的全国
两会上，他建议“以政府名义，
选定一个特定日子设立中国‘慈
善日’”，开展全国性的慈善宣传
教育、慈善义卖捐赠等活动，使

“慈善日”成为整个社会的爱心总
动员。

2016 年 9 月 1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 正式实施，
慈善法规定 9 月 5 日为“中华慈
善日”，李宏塔得偿夙愿，把更
饱满的精神投入到为人民服务
之中。

除了推动慈善立法，他还深入
乡村寄宿学校、城郊的养老院、城
里的老旧小区调研，先后在全国两
会上围绕“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化
保障”“应对人口老龄化”“关爱农
村留守儿童”等主题递交了多份提
案，为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建言献
策、贡献力量。

曾经担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
长的李宏塔，尽管年事已高，但他
依旧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尽心竭
力。在中华慈善总会“幸福家园”
村社互助工程的推广过程中，他先
后深入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县
城、村社进行考察调研。在湖南郴
州调研时，他再次“习惯性地”自
掏腰包，向郴州市慈善总会捐赠1
万元，用于慰问困难群众。

“慈善精神的核心就是一种爱
的奉献，是中华民族自古有之的宝
贵财富。”在李宏塔眼中，中华民
族扶弱济困、心忧天下的传统美
德，在公益慈善行动中得到再现，
得以巩固和传扬。年逾古稀的他，
把服务困难群众视为自己晚年的一
件幸事，“希望我们的慈善组织搭
建好平台，更好地传递爱心！”

“唯有不忘初心，才能牢记使命”
——记“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宏塔

本报记者 赵莹莹

6月29日上午，“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9名党内最高荣誉的获得者，是平凡生活
中的英雄，是引人向前、催人奋斗的灯塔。

作为共产党人革命传统、优良家风的传承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老慈
善人李宏塔，在获此殊荣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以上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郭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