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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的二舅来说，他有一段永远不会忘记的
记忆，叫做7月。
那是1982年，一连几天，大雨小雨不断，伊洛河洪

水暴发，两河之间“夹河滩”的几十个村庄里一片慌乱。村
干部反复通知各家各户——“赶紧撤离！”但70岁高龄的外婆

怎么都不愿走：“我死也要死在自己家！”二舅没办法，陪着外婆
留了下来。其实也是心存侥幸，因为二舅家的房子是新建的，

“地势”高。哪里真的就会淹了呢？
没想到，雨越下越大。第二天，二舅披着编织袋、蹚着水到

村头一看，外面全是水，一片水雾茫茫，已经分辨不出道路和庄
稼地。第三天，外婆和二舅在家里，眼看着水慢慢漫上来，先是
上了地基，接着进了屋，然后漫过脚背，最后淹了床和粮仓……
所幸，洪水没有接着上涨。

糟糕的是，之前留的馒头已经吃完，没柴、没煤，灶台和炉
子早已被淹，断粮再加上无法睡觉休息，外婆身体已衰弱至
极。二舅极度自责，一个恐怖的念头从浑浊的洪水中浮出：

“难道我要看着妈……”这时候，再走也晚了，后悔也晚了。
就在二舅绝望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喊：“有人

吗？”——他们得救了！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
背着外婆撤离到安全地带。

那个7月，洪水中一面鲜红的党旗，是
二舅心中最美的色彩。

二舅惊诧地问一位军人：“你
们怎么会来救我们的？”那个年

轻人说：“七一开会时，就说
今年可能有洪水，中旬

一直下雨，我们就
到各村来了。”

从 此 ，

二舅这个普通的农民，记住了“七一”这个日子——中国共产党
的生日。

转眼几十年过去，像广大农村的千千万万农民一样，二舅
的日子渐渐好了起来：从黑白电视机到55英寸的超薄液晶电
视，从三间大瓦房到二层小楼，从稀罕白馒头到吃厌了鱼和肉，
从结婚时才舍得买自行车到出门开着小汽车……

农民的日子，以春笋般的速度拔节；乡村的环境，以飞翔般
的速度变化。

去年表哥的儿子结婚，我回去参加，只见村里几乎家家都
是二层小楼，门前开着姹紫嫣红的月季花。新修的村道宽了不
少，方便人们停车。

晚上其他客人都走了，二舅和舅妈单独摆了一桌酒，和姨
妈、姨父他们几个老兄弟姐妹聊天。二舅又扯到了 1982 年，
说：“要不是党，那年大水，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过来呢！还敢想
现在的好日子？”我们一群晚辈互相看看，在历史上饱受水患的

“夹河滩”，居然几十年没见过大水。洪灾，遥远得像是上辈子
的事儿。

舅妈说：“还是共产党好啊！要不是几十年前，党把咱救出
来，哪有今儿这好日子！”三姨夫接上：“是啊，那时候咱连白面
馒头都吃不上，谁知道现在夏天还有空调？谁知道咱孩子开得
起小汽车？”……

一群满面皱纹的老农民，从洪水、馒头说到空
调、小汽车，又说到党和国家，似乎有点不太

“搭”，但我知道，这是他们的真心话。
30多年前那个7月，一直铭

记在二舅心里。而每年的
7 月，都有一面红旗在
老百姓的生活里，
见证初心。

很多人都称赞父亲创造了一个奇迹：在那贫困年代，不仅把三
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还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憨厚的父亲只是
笑：“俺哪有恁大本事？俺是背后有贵人帮忙呢。”

父亲所说的贵人，其实就是有40多年党龄的“老村长”，放到现
在应该称他为村委会主任，不过，在父亲口中还是习惯称他为老村长。

老村长年轻时当过兵，扛过枪，打过仗，为人公正廉洁。他当村
长时，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一个个丘陵地区的贫困家
庭，走上了小康之路。

早些年，土地刚刚承包到户，家家都是一贫如洗。为了让我们
兄妹能吃饱，父亲河滩开荒、沟渠种树，一镢头一锄头，几乎把自己

“种”进田里，但仍不能解决温饱问题。
老村长看父亲不够灵光，就给他讲因地制宜、科学套种等种植

方法，让父亲买来瓜种，河滩种瓜，林边布线，引豆上架。从种到
收，从收到卖，老村长几乎是手把手教父亲，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重
要环节。

那年，父亲种的西瓜第一次进了县城。那年，沉甸甸的梅豆，把
赤身裸体的坡壁装饰得如一挂挂瀑布般壮观。

老村长看着手舞足蹈的父亲，打趣道：“老憨一点也不憨，以后
有事找我，别为了一点儿地，把小路圈你家田里就行。”

土地的收入是有限的，前脚父亲刚刚还完家中欠下的债务，后脚哥
哥们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就到了。生活一个坑连一个洼，父亲有些顶不
住了。

老村长找到父亲，劝说他在镇上开磨坊加工粮食，这样白天种
地，晚上磨面，农商联合，“两条腿走路”会更快更稳。但胆小的父亲，
任老村长磨破嘴皮，也不干。在父亲看来，只有种地最安全，其他都是
瞎胡闹。

老村长无奈，只好自己贷款买了磨面机，声称自己腰不好，把磨
坊交给父亲经营。一年后，老村长借口太忙，把生意兴隆的磨坊转
让给了父亲。正是靠着磨坊，我们一家人才跌跌撞撞走了过来。

磨坊，是父亲接受新思想、摆脱贫困的关键一步。说起这段经
历，父亲惭愧中满是感激：“要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要不是村长，
我还抱着那几亩地不松手呢。”

父亲磨了十几年面，磨白了头发磨弯了腰，当面粉业渐渐被大企
业逼到墙角，父亲和当时很多养猪的村民一样，无路可走了。父亲再
次找到村长，在党员一对一帮扶政策中，加入了发展特色种植的队
伍。如今，父亲的两个塑料大棚，每天产出食用菌近千斤。

种地，开磨坊，搞特色种植，折腾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在
他60岁时，在老村长的帮扶下，实现了他的致富梦。

三 叔 是 我 的
一个本家，是位老党

员。三叔这位老党员，
身上有股“傻劲”，只要是为

了工作、为了党，总是毫无怨
言地走在前面。

别看三叔刚过了 70 岁生日，
可他退而不休，誓要把余热发挥到

底。三婶常说三叔傻。10年前，三叔就
已在法定退休年龄正式办理了退休手

续。之后，学校准备开个欢送会，会还没
开，三叔先找到学校，强烈要求，退休后仍在

学校教课。
“干了一辈子，该回家歇歇了。”大家都劝三

叔。他郑重地说：“我一辈子都在学校，看着学校
一天天发展，就像看自己的孩子长大。学校就和家

一样，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喜欢上课，你们给我安
排吧，我一分钱也不要！”

学校党支部开展“两学一做”活动，三叔比年轻人
还有激情，笔记记得一丝不苟。大家说他退休了，可以
不用这样认真了。三叔严肃地说：“退休没有退党，
共产党最讲认真二字。”

为了方便上课，三叔让三婶搬到学校住，给他做

饭。三婶生气地骂他离了工作不能活，但还是搬到了学
校支持三叔。退休后的三叔，教两个班的数学课，他从
未耽误过一节课，每天要批改百余本作业。

不知不觉，三叔干了好几年。大家问他累不累，他
哈哈一笑说：“累啥？和这些娃们在一起，忘记年龄了。”
确实，三叔精神头好着呢，走路风风火火，上楼梯一步跨
两个台阶，为学生上课、批改作业从未喊过累。

三婶说三叔傻了一辈子。好多年前，教师工资不高，
三叔的哥哥在南方谋职，曾经让他过去，说那边钱好挣。
可是，三叔一口回绝了，依然乐此不疲地做他的老师，每
月挣着几十块钱的工资。一提起这事，三婶就埋怨他。

45岁那年，三叔当了校长。当了校长的他更忙了，家
里的活没工夫干，大小事压在了三婶肩上。那些年，学校搞
建设，资金短缺，三叔要拿家里的存折用。三婶和他大吵了
一架，最后，经不起三叔的软磨硬泡，边埋怨边把存折交给
了他。埋怨归埋怨，看着学校一天天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三
婶也乐得合不拢嘴，她说自己也跟着三叔变傻了。

退休后在学校教课，除了那份退休工资，三叔没有
多拿一分钱。大家都说他太吃亏了，真傻。他却毫不在
意：“我由民办老师转成公办老师，现在退休工资几千
元，这要感谢国家，人不能忘本，要学会感恩。更何况我
还是党员呢！我这不是傻，叫发挥余热！”

党员三叔用他的余热温暖着身边的每个人。

家有老党员，似有明镜悬。我的父亲今年70岁，是一
位老党员。生活中，他不仅时时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还言传身教给子女们树立了榜样。

七岁那年，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到邻居亮子家玩，偷偷
拿走了他家桌子上的两块钱，还把他的一个玩具塞进了我
的书包。父亲知道后，将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并大声呵斥
道：“从小偷针，长大偷金。人这一辈子，啥事儿都是从小
开始的，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我当时不明白这些话的含
义，只是一个劲儿地向他求饶。事后，父亲让我把钱和
玩具还给了亮子，并向亮子道歉。从那件事后，我还真
抵挡住了生活中的各种诱惑。

父亲过日子很节俭。他总是说：“粒粒黄沙堆成
山，滴滴清水汇成海，啥都是由少积多！”记得有一次，
我把吃剩的面条倒进泔水桶里，父亲看见了，批评我：
“吃不完，你就不会少盛点吗？你不是从小就背‘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节约光荣，浪费可耻！”
父亲平时不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也不让母亲给
他买，他说衣服只要干净就行；每次吃饭时，他要
求我们碗里、盘里一点儿饭菜都不能浪费。父
亲用自己的行动诉说着“俭以养德”的家风。

父亲常教导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记得有一次，暑
假期满，该回学校，父亲送我去车站。为了赶时间，我指着
前面不远处的一条小路对父亲说：“这条小路近，咱抄近路
吧！”父亲望了望那条路，说：“那不是路，是一片菜地！”“反
正别人已经走过，而且菜已经被踩坏了！”我不以为然地反
驳说。“不管别人走不走，咱坚决不能走！”父亲有点生气
了。父亲又意味深长地说：“这条小路就像生活中的歪门
邪道，只有那些自私自利和丧失道德的人才会走。孩子，
有的小路可不能走，一定要走正道啊！”

父亲上过高中，有文化，退休后义务当起了村里的调
解员。他常说，作为一名党员，就要把群众的事儿挂心上，
要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村里谁家夫妻闹矛盾了，婆媳不
和了，子女不孝顺了，父亲就会立刻赶过去调解父亲就会立刻赶过去调解。。虽说清虽说清
官难断家务事，但父亲能从法律法规讲到社会道德，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他一番苦口婆心地调
解，结果总是皆大欢喜。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名普通的
党员，他是我人生路上的指南
针和引路人，我为有这样
的父亲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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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 是 我 们 的 奋 斗 目
标。”……党的初心，从来不
是抽象的概念，不是空洞的
口号。98年来，我们党始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开放各项事
业，将“初心”变成了一件件
与人民群众幸福生活密切
相关的实事好事，时代变化
日新月异，百姓生活蒸蒸日
上。若问群众感谢谁？众
口一词感谢党。让我们继
续在党的领导下，向着人民
更加幸福、民族实现复兴的
美好未来进发。

——编者

党的恩情永不忘
□陈晓辉

脱贫路上有“贵人”
□邱素敏

不忘初心献余热
□张亚玲

成长路上有榜样
□张少刚

近年，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惠民政策步步
落实，百姓生活日新月异，我每天都被感动着。

首先是我家乡的变化。我的家以前居住在偃师市凤凰
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村里家家临沟，人住窑洞，出门就
上坡，往地里送粪多是肩挑人扛。全村一口水井，挑水要排
队，别说洗澡，吃水都困难。在党的政策指导下，村里先是修
路，通上自来水，后来又整体搬迁到了山外交通便利、平坦开

阔的地面上。村里家家盖起
了二层小楼，安装了太阳能，
许多老乡还买了小汽车，车
可以一直开进院子里。我二
哥的两个儿子，盖了两座二
层小楼，买了两辆小轿车。
我 回 家 ，都 是 侄 子 接 来 送
去。每每提及生活的巨大变
化，二哥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 现 在 种 地 免 税 还 有 补 贴
呢！全靠党和国家的好政
策，我们老百姓才能得到真
正的实惠。”

党和国家的惠民举措、
民生建设，从乡村到城市，处
处体现。我居住在新区太康

路附近，这里像花园一 样，春有樱
花烂漫，夏有月季绽放……前不久，新区
又对人行道和水系进行了海绵化改造。人
行道上，原来的旧地砖全部被拆除，换上了防
滑、渗水的新地砖，即使下大雨，路面上一点积
水也没有，方便了人们行走。水系两岸修建了绿色
步道，走上去软软的，很是惬意。水渠上，隔一段距离
修建了一座廊桥。廊桥，曲径通幽，古朴美观。桥上，排
椅连连，可歇息叙谈，可带孩子玩耍。日新月异的城市面
貌，体现着党的宗旨，愉悦着百姓身心。

前不久，家门口又开放了一座城市书房。城市书房，是
党又一惠民政策的具体落实。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
同时，急需文化和精神食粮。家门口的城市书房，满足了老
百姓的文化需求，给市民阅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以前到市图书馆借书，每次都要等
公交汽车。一去一回，一个上午过去了。到图书馆借书，一
次两本，时间一个月。有时想提前还，嫌路远；有时错过还书
时间，下次借又有麻烦。自从家门口有了城市书房，一切问
题都解决了，随时去，随时看，随时借，随时还……

党的惠民政策，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百姓从
心眼里感谢党、感恩党。我和我身边的人们都坚信，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会越来
越强。我是被幸福追赶着的人，我真心想为党唱首礼赞的歌。

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让父亲骄傲的事。
我小时候调皮，被开水大面积烫伤，留下了严重的疤痕，让父亲揪心

不已；我高考落榜，令土里刨食的父亲积聚整整三年的希望生生破灭；我
出外打工，朝不保夕，让父亲忧惧，时刻牵念……

我想，这辈子，我都不可能成为父亲的骄傲了。
父亲是劳碌命，农闲时，他站在脚手架上给盖房的工人递砖和灰桶，耗

支体力贴补着家用。父亲在家的消遣，除了每周日的地方戏，就是看报纸。
一天的辛苦劳作后，父亲眯缝着眼，靠在沙发上拿着报纸，看他关心

的版面和栏目，时不时和母亲议论几句。那时候的父亲是最舒心的。
我一直找不到让父亲欢喜的方式，直到有一天，父亲看完报纸上一篇

党员带领村民致富的新闻后，感慨地跟母亲说：“可惜咱家没有党员。”正
在打扫卫生的我抬头问：“爸，当党员有那么重要吗？”父亲看着我，肯定地
说：“当然重要，那可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从那天起，我暗暗下定决心——为入党积极做准备。
2012年，经过考试进入单位后，我开始以完成父亲的心愿为动力，时

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积极工作，团结同事，从不挑肥拣瘦。随后，我
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组织考察，2014年8月，我正式
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天回家，我开心地把党员证和党徽拿给父亲看。父亲赶紧去院子
里洗手，拿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然后颤抖着双手给我戴上党徽。看着我
胸前的党徽，父亲又郑重地把党员证捧在手里。他的脸笑成了一朵花，一
个劲儿地夸我：“有本事，给咱家长脸了。”

在父亲的观念里，党员代表着组织对个人的肯定，代表着个人至高无
上的荣耀，而我的党员身份证明着我的能力，也是父亲的骄傲。

几年过去了，我依旧记得父亲当时激动的话语和郑重的表情。入党
是我要求进步的体现，也是我严格要求自己的戒尺，我能追求进步并时

刻严格要求自己，就是父亲的荣耀。
我想，我终于找到了让父亲开心的方式，知道了自己今后努

力的方向。我也庆幸终于找到了让父亲骄傲的方法——
那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一名优秀的共

产党员。

我师傅，是车间党支部书记，花白头发，两道浓眉，一身工装，平平常常。我以前觉得，他属
于老去的一代，经过那一次风波后，才知道，他这位党员先锋，永远都是那定海的神针。

师傅平时沉默寡言，工作基本靠眼、靠手，不说空话。他从车间经过，有磨洋工的人，立马
就会加快进度。不然，他的眼睛，会变成一个问号投过来。他在技术上是个行家，如果他盯住
哪台设备，没跑，不是那设备有毛病了，就是该维护了。

技术，是硬通货。不少单位，高薪挖他，他淡然一笑，摇摇头，婉言拒之。有人笑他傻，有人
说他老了，也有人说他一根筋。我知道，师傅这位党员先锋有他自己的执拗与坚守。

我们厂产品落后，销售受阻，一度停产、放假。师傅家门庭若市，高档轿车来来往往，都是
来高薪聘请他的。我想，这回师傅可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去了。谁知，他不但没去，反而和几
名党员，组成了一个攻关小组，吃住都在厂里。我在师傅身上，读懂了党员的忠诚与担当。

我应聘到了一家企业，来和师傅告别，见偌大一个厂区，师傅带领着几个人，正埋
头研究一份图纸，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要走的话，更是难以启齿。师傅三言二语打
消了我心里的顾虑：“我理解，你去吧，有啥困难，打电话。”我看着师傅的眼睛，里
面没一点责备的意思，心里更难受了。我说：“那您……”他说：“没有风吹不走
的乌云，困难都是暂时的。保持联系。”说罢，他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出
门在外，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

我转身离开，扭头看师傅，他挥挥手，鼓励我向前走。我走了好远，
看他还站在车间门口的大树下，这让我想起了王安石的《孤桐》：“凌霄
不屈己，得地本虚心。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孤桐志在蓝天，
情藏沃土，头顶骄阳，洒下绿荫。这一幕，深深刻在我的心中。

我出去不到一年，得知厂里研制新产品的消息，立马就
赶了回来。跟师傅在一起，我心里踏实。如今，厂子早
已上了规模，我也成了车间党支部书记。师傅去年
故去了，但我觉得他一直没有离开，他就像一棵
向日葵，总把朝阳的一面留给别人。他从不
多说，只埋头去做。他在我心中，就是
一盏灯，自身发光，也照亮别人。
我看见车间门口那棵树，还
觉得他就站在树下。

30年前，我入职机关单位，领导指定干事老葛负责对我进行传帮带。
在机关事务的一点一滴中，我深切感受到一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坐办公室的人通常喝水较多，老葛却有点怪，不喝水，说是以前跟着部
队首长养成的习惯，怕喝了水总上厕所耽误事。

一次我外出回来刚进门，见老葛拿着暖瓶往茶杯里倒水。咦？稀罕
事！他是身体不适吧？我正要发问，见他将杯子在桌子上来回移动，走近
看，原来水杯下面是一张5元纸币。

我问：“这是干什么？”
“准备交党费。”
“怎么还熨一下呢？”我有些好奇。
“皱了，弄平。”老葛看我不解，补上一句，“交党费的钱要整洁些，这代

表我们对党的一份感情。”
看着老葛虔诚的神态，我对“党费”有了新的感悟。这个老葛呀，也确

实认真得很哩！
审核文件时，老葛一字一句反复揣摩。一次我们起草公文，在用“拟

定”还是“拟订”时争持不下。老葛说“拟定”侧重于“结果”，“拟订”强调

“过程”。现为讨论、草拟阶段，用“拟订”合适。他的分析令
人折服。领导称赞老葛经手的文件，质量杠杠的，连标点符
号都没出过差错。老葛说组织工作政策性强，尤其涉及人
的，一个不同的字就会产生歧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的一
生，要慎之又慎！

工作认真到有些较真儿的老葛，对于自己的事，却很
“马虎”。

老葛是个老革命，1949年8月参军。办理组织手续，则是在
一个多月后。当时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大家都激动万分，说老
葛参军时间就填十一吧，多有纪念意义啊！就差这一丁点儿，老葛
不够老干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低了一大截。同事们都说他亏大了，
鼓动他去找当时的首长证明一下更正过来。老葛淡然地说：“比起牺
牲的那一帮战友，我还活着，过着安逸幸福的日子，很值啦。”

退休后的老葛葛，，也也常来办公室坐坐。阳光越过窗户从老葛的侧面
照了过来，勾勒出一个鲜明清晰鲜明清晰的轮廓，他那手握茶杯熨平钱币的画面，
定格在我的心中，成为永远的为永远的记忆记忆。

幸福生活日日新
□静言

家有党员倍荣光
□苗君甫

先锋模范立心中
□郭德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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