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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阳：忠魂赤子 航空报国 金海：“草原保尔”著作等身

杨善洲：“草鞋书记”筑起绿色丰碑万金刚：献身使命的忠诚卫士

张宁海：请跟我走，我为大家照亮

陈大桂：羌族英雄用生命书写忠诚

陈锡华：与毒贩搏斗至生命最后一刻

郑垧靖：“我的根在土地上”

据新华社电（刘新、王国银）天山
脚下的武警新疆总队乌鲁木齐支队
某中队荣誉室内，陈列着烈士万金刚
的塑像和事迹。每年新兵入营，第一
个活动是参观万金刚荣誉室，每晚点
名总是第一个呼点“万金刚”，全中队
官兵齐声答“到”。多年来，中队官兵
一直延续这一传统，传承“金刚”精
神，争当“金刚”传人。

万金刚，1978 年 8 月出生，新疆
博乐人，1995年 12月入伍。那一年，
正值轮休的万金刚接到电话通报，中
队巡逻区域一带出现人员聚集，有闹
事迹象。他得知指导员要带战士去
加强力量时，当即表示“我是中队长，
有任务我先上”，随即赶赴现场，迅速
做好应对准备。

在与闹事人群对峙过程中，一些
人开始打砸过往车辆。为了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万金刚迅速
带领战士进行驱散，遭到砖块、石头
袭击。

当看到副班长姜兴卫被打倒在
地时，他一把将其拉起，顺手交给二

班班长刘峥辉，并大声喊道：“你们快
撤！”就在这时，万金刚头部遭到石头
猛击。当增援部队强行驱散围攻人群
来营救他时，万金刚已倒在地上，头
部鲜血直流，随即被送到医院抢救，
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万金刚常说，处突维稳任务艰巨
繁重，我们必须时刻准备上一线、打
头阵。他不论在哪个岗位都始终牢
记职责使命，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
出色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
诚卫士的铮铮誓言。入伍以来，他带
领官兵协助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
308 起，抓获贩毒、抢劫、贩卖假钞等
犯罪嫌疑人502人。

中队营区在全支队最小，但训练
成绩在支队名列前茅。在群众性练
兵比武竞赛中，中队官兵都能取得优
异成绩。

英雄倒下了，战友们扛起旗帜，
继续未竟的事业。万金刚牺牲后，武
警新疆总队持续开展“学‘金刚’精
神、练‘金刚’本领、做‘金刚’传人”活
动，培养了大批反恐勇士。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诺）“请跟我
走，我为大家照亮……”这是张宁海
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2010 年 12
月13日凌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公安
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搜救 18
名探险迷路的上海大学生时不幸坠
崖牺牲，年仅24岁。

张宁海，生于 1986 年，安徽太和
县人，2008 年 6 月毕业于安徽公安职
业学院，2008 年 12 月参加公安工作，
生前系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温泉派出
所民警。

2010 年 12 月的一个深夜，18 名
进入黄山风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的
大学生遇险被困。接到求救后，黄山
管委会紧急抽调公安、武警、消防和
景区干部职工 230 多人，组成救援队
伍，展开生命大救援。正在值班的张
宁海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救援现场，
成为第一批接受任务、第一时间前往
搜救区域的搜救人员。

五百里黄山山高林密，沟壑纵
横，此时又值风雨交加、浓雾弥漫，张
宁海和战友们一行人在山中披荆斩
棘，艰难行进。6 个小时后，他们在一
处峡谷谷底找到全部18名探险学生。
深夜寒冷，气温仅有4摄氏度，大学生
们全身被雨水淋湿，饥寒交迫，救援
队决定立即将大家带出危险区域。

“请跟我走，我为大家照亮……”
张宁海一边打着手电为大家照明，一
边提醒大家注意脚下安全。13 日凌
晨3时26分许，在一处仅容一人勉强
通过的湿滑草丛中，他不幸从30多米
高的悬崖坠落……

2010 年 12 月 15 日，安徽省人民
政府批准张宁海同志为革命烈士。
2011年6月9日，他被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在张宁海的墓前，生前战友、当
年获救的驴友们每年都会前来祭扫，
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烈精神。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碧锋）“只要
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这是
杨善洲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也是他一
生的写照。杨善洲退休后回到家乡
云南施甸植树造林，奉献到生命最后
一天，在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筑起
一片绿洲。

杨善洲 1951 年参加工作，195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云
南省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书记等
职。他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
一辈子爱和群众一起劳动，下乡时常
把锄头带在身边，还喜欢戴草帽、穿
草鞋，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
书记”。

在职期间，杨善洲坚定不移地贯
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干部
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科学种田、
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为改
变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不懈奋斗，把深山大沟建成了全国
闻名的“滇西粮仓”。

1988年，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
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主动放弃进

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
扎进大亮山，带领群众历尽艰辛义务
植树造林。

“大亮山、大亮山，半年雨水半
年霜……”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最
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就被
风吹烂了。杨善洲就领着林工一边
造林，一边建房。山里风大、雨多、
潮湿，他在油毛毡房一住就是 9 年
多。吃饭、办公的桌椅、床铺，也因
陋就简。

22载辛勤耕耘，杨善洲带着干部
群众，植树造林5.6万亩，让大亮山披
上绿装。他还带领大家修建林区公
路 18 公里，架设输电线路 4 公里多，
让大亮山附近的群众过上通路通电
的生活。

2009 年 4 月，杨善洲将价值超过
3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
交给国家。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2010年10
月10日，杨善洲因病逝世。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杨善洲被授予“改革先
锋”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碧锋）当陈
锡华的遗体被发现时，他的双手仍紧
紧抱住逃犯，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也
没有松手……在与毒贩的殊死搏斗
中，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
36岁。

陈锡华，1975 年 9 月出生，贵州
仁怀人，中共党员，是原云南边防总
队保山支队侦查队教导员。1994 年
12月，以优异成绩被贵州师范大学录
取的陈锡华，毅然弃笔从戎，投入到
禁毒事业中。2005年，陈锡华调到保
山支队侦查队工作。

2011 年 10 月 22 日，保山支队在
执行“清网行动”抓捕任务过程中获
悉，在逃毒贩排某出现在芒市木康村
一带。当日11时许，陈锡华带领专案
组民警赶赴毒贩藏匿地。11时 30分
许，他和侦查员搜索至木康小学后
面，发现一名男子蹲伏于电站引水河
边的草丛中。

陈锡华当即判断，此人就是在
逃毒贩。陈锡华一个箭步迎上，迅
速将毒贩扑倒在地，紧紧抱住他，丧

心病狂的毒贩疯狂击打陈锡华头
部。搏斗中，两人沿着近 40 度的堤
坡翻滚着坠入了湍急的电站引水
河中。

12 时 20 分许，群众在距两人落
水处约3公里外的拦沙网处发现陈锡
华的遗体。陈锡华的额头、颈部、右
膝、手臂等遍布伤痕，在毒贩疯狂施
暴的过程中，他一直死死抱住毒贩没
有放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这位平日里常带着朴实笑容的
真情汉子，没来得及给家人和战友留
下只言片语，就急匆匆地走了。

在战友们眼中，陈锡华是一个勇
挑重担的人。他常说，在缉毒战线，
靠的是机智、冷静和沉着。每次外出
办案，他总是冲在最危险的前沿，与
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周旋，斗智斗
勇，团结战友出色地完成一个又一个
侦查任务。

在保山支队工作的17年间，他先
后参与侦办贩毒案件 327 起，抓获犯
罪 嫌 疑 人 359 名 ，缴 获 毒 品 468.1
公斤。

据新华社电（记者林碧锋）“我是
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根在土地上。”
这是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平达乡党
委委员、宣传委员郑垧靖生前说过
的话。

“农村的工作、农民的事情都非
常具体，我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做
好一件算一件。”他始终把群众的冷
暖疾苦放在心上，真心实意为人民群
众谋利益、办实事。

为了让“党的声音进万家”，郑垧
靖勇于创新，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
段，编辑制作影视宣传资料，创办广
播栏目，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支
农惠农政策。他的成功经验在全县
推广。

“现在农民还不富裕，我们只有
带头干，把工作做在前头，这样农民
才会相信和支持我们的工作。”郑垧
靖说。

他在挂钩的平安村发展烤烟产
业，搞技术培训确立示范户，与有关
单位协调争取资金，对群众种烟全过
程进行技术跟踪服务，并解决生产用
水问题。在挂钩的河尾村，组织村民

学习培训，理出了“抓好富村的茶叶
产业，改造强村的林业，发展新兴的
核桃、石斛、烤烟产业”的发展思路。

为应对暴雨造成山体大面积滑
坡的严重灾害，郑垧靖带着工作人员
赶赴现场，冒着山体随时可能坍塌的
危险，争分夺秒疏散群众、转移物品，
并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恢复重建
和善后工作等。

他还积极参与综治维稳工作，在
两年多时间里接待来访群众500多人
次，直接办理信访案件 120 件，办结
110件，较好地化解了矛盾纠纷，维护
了农村的和谐稳定，赢得了群众的支
持和信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郑垧靖把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送到了田间地头，
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郑老师”。

因积劳成疾，2009年12月13日，
郑垧靖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殉职，年仅
38岁。

2010年，龙陵县建成郑垧靖先进
事迹陈列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郑垧靖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
称号。

据新华社电（记者朱文哲）“我要
把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尽可能地
多留给国家和民族，留给学生，让几
代人为之努力的事业能够薪火相
传。”这是金海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金海，蒙古族，1955 年出生于内
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普
通牧民家庭，1982年在内蒙古大学毕
业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内蒙古近现
代历史文化、中日关系史等研究与教
学工作，生前系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
究中心专职研究员、中国少数民族史
专业博士生导师。

1999年，金海被确诊患了上颌窦
腺癌。患病后的金海接受了大大小
小共 9次手术，多次的手术让金海的
右上颌骨被切除，右眼眼球被摘除，
胆囊被切除，嗅觉、味觉全部丧失，右
耳听力锐减。

人们都说金海的身体是由特殊
材料制成的，是“草原上的保尔”。即

便是生病治疗期间，他仍一直坚持给
学生上课，自己的博士学业和学术研
究从来没有停歇。

金海参与了 10 余项国家和自治
区的科研项目，出版专著 6 部、合著
14 部、发表学术论文 47 篇，主编 3 部
史料汇编和 6部编（译）著，取得了丰
硕的科研成果。患病以来，金海抱病
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在内蒙古
的殖民统治研究》，填补了我国日本
侵华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他参与
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
本侵略内蒙古史》和《内蒙古通史》等
一系列研究项目。

2008年，金海被中共内蒙古自治
区委员会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9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获“全国先进
工作者”称号，2011年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2011年，金海因病去世。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铮、张逸飞）
2013年以来，每到清明时节中航工业
沈飞公司的员工们都会自发来到前
董事长、总经理罗阳的塑像前悼念。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国歼-15舰载机
研制现场总指挥。

站在塑像前，那位总是笑容谦
逊，一身蓝色工作服永远整洁利落，
浅色眼镜后目光柔和坚定的总指挥
就好像未曾走远，好像搭载着他亲手
打造的歼-15战斗机的母舰——辽宁
舰鸣笛为他送行就在昨天……

2012 年 11 月 25 日上午，大连港
码头锣鼓齐鸣，彩旗招展。胜利完成
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
宁舰缓缓驶入港口。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
在辽宁舰上向码头望去，激动地说：

“老罗快过来看，沈飞的弟兄们在向
你招手呢！”罗阳倚靠在床边，手捂着
胸口，轻声说道：“算了，我有点不太

舒服。”
孟军看他脸色不太好，赶紧询

问：“要不要先找医生看一下？”罗阳
摇摇头说：“没事，下船再说吧。”9时4
分，罗阳慢慢走下辽宁舰。罗阳坚持
跟一整排等候的人挨个握了手。所
有人都没想到，这是他们和罗阳的最
后一次握手。

一个多小时后，载着罗阳的车辆
疾驰奔向大连友谊医院。在离急诊
部不到 100 米的地方，罗阳的心脏停
止了跳动。

罗阳走了，但他的梦想还在，他
把一切奉献给共和国航空事业的精
神还在熠熠生辉。2020 年初，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航工业沈
飞公司的生产任务产生了巨大影
响。为按时完成国家任务，沈飞公
司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第一时间
复工复产——一台台机器恢复运转，
一间间车间亮起灯光。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汨汨、李兵
峰)“一束白花为你送行，泪眼蒙眬中
又看见你的身影，你那短暂一生就像
一道彩虹，你用青春奉献人民，用生
命书写忠诚……”这首《为你送行》，
传唱的是“全国抗震救灾模范”陈大
桂。在 10 多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
他用年轻的生命换来了 11 名乡亲的
重生。

陈大桂，羌族，四川省绵阳市北
川 羌 族 自 治 县 擂 鼓 镇 陈 山 村 人 。
1982 年 11 月出生，2001 年 3 月入党，
同年 9 月入伍，2005 年 6 月毕业于第
二炮兵工程学院，生前系某旅技术分
队副连职排长，中尉军衔，曾荣立三
等功 1 次。2008 年 10 月，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陈大桂“全国抗
震救灾模范”荣誉称号。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
地震。在家准备筹办婚礼的陈大桂，
临危不惧，组织村民撤离。

“地震了！快跑——”村民们惊
慌失措。陈大桂迅速环顾四周，发现
西南方向的山体没有发生滑坡，立即
把手一挥向大家喊道：“快，快向那边

跑！”跑了10多米，一条水沟挡住大家
的去路。陈大桂迅速站到水沟旁，帮
助群众通过水沟。

此刻，他的家人还挤在人群后
面。时间就是生命。陈大桂顾不上
家人，一个接一个将身边的村民托到
沟对面。

就在这一刻，巨大的泥石流猛扑
过来。陈大桂一家5口和另外4名村
民被吞没。村民们悲痛万分：“我们
的后半生是大桂用命换来的，就是用
手挖也要把他挖出来。”在震后的废
墟一角，他们挖出陈大桂的一些荣誉
证书和遗物，这已成为陈大桂留给乡
亲们永久的纪念。

“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才
能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称号！”在陈大
桂的学习笔记本扉页上，留下这样一
句话。

如今，在陈大桂的墓碑前，已是
山花遍野。这里的人们永远铭记陈
大桂，因为他用生命践行了“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入党誓
言，书写了一名革命军人对党的无比
忠诚。

据新华社电（记者谭元斌）战争年
代3次身负重伤、失去右眼的老红军张
绪，离休后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22年矢志不渝宣讲党的理论。去世前，
他留下遗嘱，捐献遗体用于科研，把自
己最后的所有也献给了党和人民。

17 本学习笔记和 57 本日记，是
张绪光辉一生和崇高精神境界的写
照。学习笔记，记录着他钻研党的理
论的心路历程；日记，凝聚着他对共
产党人价值观的深刻感悟。

张绪 1937 年参加革命，次年入
党。在战场上，他经历过大大小小的
战役战斗100多次。

他在笔记中写道：“我3次身负重
伤，都是战友、群众把我从死神手中抢
救过来。我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
老、奉献到老，才能对得起党和人民。”

张绪1983年离休。在当天的日记
里，他写道：“共产党员永远没有二
线，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要力所能
及地为党做些工作。”

离休后，他把对党的深厚感情融
入到学习、宣讲党的理论的新征程
中。1986年 10月，“老战士报告团”成

立，张绪被推举为团长。此后，他带领
报告团先后到过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
作报告，被誉为“党的报告员”。

他把理论要点做成小卡片随身
携带，走到哪儿、讲到哪儿。他要求报
告团，“传统报告要以情感人，理论辅
导要以理服人”。

他的左眼视力只有 0.3，每次作
报告前，必须拿着放大镜准备讲稿。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偏远山区，张绪都
做到了报告团每请必到。2005年上半
年，湖北老河口空军某训练基地邀请
报告团去作报告，84 岁高龄的他，被
多种疾病缠身，毅然亲赴现场。数百
公里长途奔波，回到武汉，他肠道出
血住进医院。

22年间，张绪和战友们为军地作
报告2700多场，直接听众达200多万
人次。报告团先后获得“全国关心下
一代先进集体”和“全国老有所为先
进集体”称号。

2008年2月19日，张绪因肺部感
染又一次住院。3 月 28 日，他病情恶
化进入昏迷状态，直至5月1日逝世，
终年87岁。

老红军张绪：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