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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一位县委书
记的名利观

在今天迁西县前韩庄村韩东
征纪念馆，有一张珍贵的照片，是
1949 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
议期间各解放区农民代表合影。
合影前排左三的冀东代表，就是

韩东征。这张合影拍摄后不久，他便参加了开
国大典，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韩东征，首任中共迁安（西）县委书记。新
中国成立后曾任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等职。

在中共首任县委书记这一特殊群体中，韩
东征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的官职不算大，名气
也不算高，但他一生恪守的名利观，却堪称一
代干部的“标杆”。

1928年 11月 25日，迁安县第一个党小组
在前韩庄村诞生，韩东征任小组长。不久，前韩庄
建立了党支部，韩东征又担任书记。

但追溯这个党组织的历史，韩东征的入党介绍
人韩文华的贡献不可不说。

大革命失败后，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韩文华
受党组织派遣返回家乡，在前、后韩庄一带主办农
民讲习班，秘密宣传革命。正是受韩文华的启迪，
韩东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在迁西地区发展
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既然党组织由韩文华“播火”，书记为何却由韩
东征担任？

“这样安排完全是出于工作的考虑。韩东征是
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出身贫困，由他负责领导开
展工作更容易得到群众的支持。事实上，韩文华此
后一直在协助韩东征工作。”迁西县委党史研究室
主任马振表示。

不讲条件，不计个人得失、地位高低，自觉地坚
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韩东征的入党启蒙，也成
为他政治生涯永恒的底色。

1933年，受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京东特委
决定在迁安举行农民暴动。韩东征等曾因拒绝接
受特委发动武装暴动的错误指示，被撤销领导职
务。但政治上遭到的打击，却丝毫没有影响韩东征
的革命热情。

1934年1月迁安暴动失败后，他主动承担起收
拾残局的重任，深入到金厂峪金矿，领导金矿工人
罢工斗争，为恢复地方党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的工
作。长城抗战爆发后，他还和高机先一同组建起百
余人的“抗日自卫团”，配合二十九军于喜峰口、董
家口等长城要隘抗战，亮出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鲜
明旗帜。

1934—1935 年间，为支援民族英雄孙永勤抗
日义勇军，韩东征秘密派中共党员进入孙部，为该
军政治整编创造了条件。

直到 1936 年，刘少奇同志奉命到北方局主持
工作，纠正了组织内“左倾”的错误路线，韩东征才
被恢复了组织关系和领导职务，第二次出任迁安县
委书记。

1942年春，由于工作需要，韩东征再次欣然接
受由县委书记改任县委组织部长。

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亦然。
新中国成立后，韩东征一直从事水利战线的领

导工作。先后任蓟滦河务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农
田水利局局长、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水电部漳卫
南运河管理局副局长兼党委副书记，后又兼任潘家
口水库工程局副总指挥等职。

大河之北，河湖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河北水
患严重。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韩东征几乎走遍
了河北各大流域。

用今天很多人的眼光看，韩东征这一次次的调
动，并非都是“升迁”，但根据河北各地与干旱、洪涝
斗争形势的变化，韩东征完全服从党的工作需要，
始终奋战在急难险重的岗位。

河北，是全国建党比较早的地区之一，又是革
命老区，这块土地上培养出一大批像韩东征这样久
经考验、革命意志坚定的优秀干部。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期，华北解放区被中央
作为了一个培养教育干部的基地。”河北省委党史
研究室编研三处处长阎丽介绍。

早在1948年6月，中央就委托华北局开办华北
局党校，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干部。平津解放后，中
央又指示华北局，从社会青年学生中大量吸收培训
干部，于 1949年 2月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先后
入学者达12000余人。

1948年11月，华北局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
的决定》，其中就明确提到，由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进军，华北解放区已处于巩固的地位，可以而且必
须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
工作，这就要求我们党能提供更多优秀干部，担负
目前的工作。又由于革命日益接近全国的胜利，也
要求华北党的组织提供更多的优秀干部到其他各
地去工作。

就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优秀的河北
干部或走向全国或留在河北。

他们有的从华北人民政府走向北京，构成新中
国中央人民政府最初的班底；有的抛家舍业、随军
南下，投身南方的解放和建设事业，担当起重要的
领导责任；还有很多人像韩东征一样，成为河北地
市级干部的中坚力量。

2021 年是建党百年华诞，中共中央首次颁发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省有47.97万老党员获
得了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光荣在党 50 年”，表达的是党和人民对他们
的深深敬意，而他们也用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汗水
和平凡岁月的坚守告诉世人，党员的初心是什么，
永远有多远。

牺牲：两枚弹头的震撼回响

2020年9月中旬，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之际，保定高阳县文物保护管
理所的革命文物清单上增加了两件特殊的文物。

这是两枚子弹弹头，笔筒形状，豇豆大小，像两
块烧焦的煤炭。

它们来自遥远的抗美援朝战场，曾在一位军人
体内“陪伴”他走过了近70年的人生。

2020年9月2日，95岁的高阳籍抗美援朝军人
李景湖在北京病逝。殡仪馆工作人员在收集老人
骨灰时，发现了这两枚弹头：一枚在头部位置，一枚
在腰部位置。

两枚弹头“咣当”落入托盘，这是李景湖留给世
界最后的声音，也是英雄的河北儿女在抗美援朝战
场上的震撼回响。

1951年，李景湖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
那时候的他，是一名已经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的老战士。
李景湖参军时只有13岁。当时日军在他的老家

高阳制造了惨案，杀害了180位八路军和村民。惨案
之后八路军很快又在博士庄跟鬼子打了一仗。感到
八路军是真心抗日，李景湖第二天就参了军。

当时和李景湖一起跨过鸭绿江的燕赵儿女，
不仅有他那样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还有踊跃报名
的新兵。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燕赵儿女义
无反顾地走向了朝鲜战场，从 1950年 12月至 1951
年1月15日，仅仅一个半月，河北就有1879名青年
学生和699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超过原定目标的
11.6%。到 1953 年 1 月 20 日，全省共 47385 名合格
新兵参军入伍。

1951年初，李景湖来到朝鲜战场，在 63军 187
师担任通信科长，负责埋管布线，保障整个师的信
息联络。

不久，他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关键一战——
铁原阻击战。

在战场上经历过什么，李景湖几乎对家人只字
未提。但在相关资料里，我们了解到这场战斗打得
多么惨烈：当时2万多人的63军几乎把能调动的所
有兵力都投入战斗，相关干部、通信员，甚至连炊事
员都上了战场。

铁原阻击战，美军创造了1小时打出4000吨炮
弹的纪录——比美军标准弹药消耗多了5倍。这场
惊天动地的大战足足打了13天。在美军的重火力
下，63军全军官兵的衣服被美军燃烧弹烧破，战斗结
束时，战士们身上只剩一条裤衩和弹仓空空的步枪。

经过铁原阻击战一役，美军再也无法承受越来
越多的伤亡，1951年6月10日转入全线防御。

因通信保障工作有力，李景湖在这场战斗中荣
立三等功。

铁原阻击战的惨烈，只是抗美援朝战争之残
酷的冰山一角。但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敌
人，一位位河北儿女打出了血性和威名：

河北籍志愿军李凤林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特
等功臣，河北籍志愿军赵先有被授予特等功臣，他
们的事迹被巴金写进小说，成为电影《英雄儿女》英
雄王成“向我开炮”光辉形象的原型之一；

高阳籍女志愿军解秀梅，是抗美援朝战场唯一
一位女一等功臣，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王芳的原
型之一；

朝鲜战场上曾产生 6 位立下赫赫战功的空军
一级战斗英雄，其中，就有两位河北籍英雄——刘
玉堤和孙生禄；

2021 年建党一百周年，唐山籍抗美援朝老兵
王占山荣获“七一勋章”……

抗美援朝战场上，这样的燕赵儿女太多太多。
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的河北籍烈士可查证的就达
11853 人。他们中，有家喻户晓的英雄，也有无数
李景湖这样默默无闻的战士。

1953年7月，李景湖在朝鲜坪山南村战斗中负
伤致残。填写于 1958 年的《军官退出现役申请报
告表》显示，李景湖“健康状况”为“头疼”“右手及右
脚各负伤一次，已残疾。”

“我父亲一辈子走路抬不起腿。”李景湖的小女
儿李文新说，直到2001年，李景湖在做CT检查时，
才发现大脑中的“金属异物”——从负伤直到去世
这漫长的60多年，李景湖一直被头疼所折磨，在生
命的最后几年，往往疼得彻夜难眠。在李景湖体内
作祟的，正是这两枚从朝鲜战场上带回的子弹。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硝烟远去，透过两枚子弹，在这场跨越70年的

“对话”中，李文新读懂了父亲，我们也读懂了那许
许多多河北英雄儿女无声的爱和誓言。

使命：一件写满签名的“战袍”

在今天的河北医科大学校史馆，珍藏着一件特
殊的白大褂。

白大褂上，红色、黑色，大大小小的签名遍布全
身。这是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
关闭时，所有当班的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武
汉第七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以及武汉当地的大巴
车司机、交警等共同签下的。

白大褂的捐赠者，就是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
队队长袁雅冬。

2020年1月27日，大年初二，这件白大褂被袁
雅冬整齐地放进行李箱——此行的目的地，是当时
的疫情风暴中心武汉。

2003年战“非典”，2009年斗甲流，武汉之行已
经是袁雅冬的第三次逆行应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
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她一起奔赴武
汉前线的，还有来自省市各级医院的149名队员。

“医疗队员们，都是普通人，有的比我的孩子还
小，哪一个不是家里的宝。那种情况下到武汉，谁
不怕？”回顾当时的情形，她下意识地挺直身子，“但
越是这种时候，越要意识到自己是医护人员，是党
员，肩上是有责任的。”

1月27日凌晨4时，这件白大褂随着袁雅冬抵
达武汉。

但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超强传染性，当袁雅冬
进入武汉市第七医院的“红区”时，它只能被留在行
李箱里了。

而袁雅冬必须在刷手衣外边，套上严严实实的
防护服。

这副装扮，对袁雅冬这位抗疫老将来说，也是
第一次。

“当时物资供应紧张，防护服穿一套就消耗一
套。”由于此前防护服不属于各大医院的储备物资，
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出发时，只有袁雅冬从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带去的 600 套防护服。但
这，几乎也是该院全部的“家底儿”。

为 了 节 省
防护服，150 名
队员练习穿脱
防 护 服 ，都 是
边 学 边 干 ，从
没有专门拿出
一套来练。有
的队员鞋套踩
破 了 ，就 只 能
用垃圾袋把鞋
套 上 。 甚 至 ，
有一次袁雅冬
只能穿着一件
薄如蝉翼的隔
离 服 进 入 红
区 ，四 处 漏 风
只 能 用 胶 带
粘。

不过，令袁
雅冬感到安心
的是，防护服短

缺的问题，迅速得到了缓解。
在距离武汉900多公里的河北家乡，医药企业

第一时间开足马力、争分夺秒地复工复产。
一组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2020 年 1 月 19 日

至4月15日，国家累计从河北调拨医用口罩410.12
万只，医用防护服 99.04 万套，隔离面罩 68.03 万
套。其中防护服和隔离面罩高峰时调拨比例分别
达我省日产量的70%、100%。

身在武汉，河北医疗队员们最幸福的一件事，
就是深夜到火车站，接收“老家”运来的物资。

隔离服、护目镜把人包得严严实实，医护人员
需要在隔离服上写上名字，方便交流。袁雅冬写得
异常凝练，只有五个字——“河北 袁雅冬”。

“不管具体来自哪个医院，我们都代表着河
北。”袁雅冬说。

打出河北医疗队的水平，平平安安把队员们带
回来，这是袁雅冬出征时定下的两个必须完成的任
务。但与前两次抗疫不同，这次袁雅冬是带了一群陌
生的同事，跨地域作战，疫情重、时间短、挑战异常大。

当时武汉七院没有呼吸科，但河北选派的医疗队
员几乎都是与呼吸、感染、重症相关的专业医护人员。

“这时候，我们必须得把这个担子担起来，尽量
收治更多患者。”袁雅冬说，绝大多数医疗队只对接
一个病区，但首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几乎是接管
了一家医院，包括4个病区和重症监护室以及检验
科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又不断扩大病区增加病床，
大大缓解了住院难。

“正常的医护配比在武汉七院应该是医师数与
床位数之比 0.5∶1，护士与床位数之比 1∶1，但是我
们面对的病人远超过我们的人手。此外，住院患者
中有70%的重症，治疗难度很大。”

作为队长，袁雅冬的责任除了救人，还承诺团
队零感染。

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袁雅冬要求每一名医疗
队员在离开酒店前和回到酒店前测量体温。队员
全部上报体温常常要到半夜，可不管多晚，袁雅冬
都要等汇总完体温再休息。

由于测温部位不同、测温时间差异或处于生理
期，一些队员测温时会超过37℃，为了帮他们缓解
心理压力，她还要挨个去房间或打电话了解、慰问。

“当时也不知道困不困了，反正你就知道你每
天有这一堆事儿要干，干不完就休息不了。”在武汉
的两个多月，袁雅冬没有轮休过一天。

巨大的消耗，令她脱发严重。
“当时我每次一回宾馆，就看见我床上一层头

发。”床上头发太多，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袁雅冬
总怀疑是有人趁她没在时到她床上睡觉了。

“从武汉回来，我这头发细了一半，这个卡子都
卡不住了。”袁雅冬摸摸头上的一个淡紫色发卡说。

在袁雅冬的带领下，第一批医疗队重症救治成
功率在武汉排名前三，累计收治病人 429 人次，全
体医疗队员零感染。

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个新冠肺炎病区关闭
当天，袁雅冬想着要请大家留下“墨宝”，作为武汉
抗疫的纪念。虽然隔离服是当之无愧的“战袍”，虽
然当时防护服的供应已经十分充足，但拿一件崭新
的隔离服签名，“怎么想都舍不得”。

思来想去，她还是请大家把名字签在了白大褂
上。

2020年3月20日，经历了50多个昼夜的奋战，
袁雅冬终于凯旋。

和她一样安然归来的，还有 1000 多名在隔离
服上写下“河北”二字的医护人员。

2020年 12月 20日，袁雅冬将这件白大褂捐赠
给母校——河北医科大学。

这是从武汉踏上归程的一刻，袁雅冬认定的必
须要做的一件事。

“新冠疫情是我从医生涯中第一次以医务人
员为‘作战’主体的重大事件……再遇到这种情况
的时候，我们后面的医者能否像我们这样知重负
重，专业执着，勇于承担，勇于奉献，我们把所有
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捐赠仪式上，袁雅冬寄
语年轻的医者。

（感谢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河北省档案馆、西
柏坡纪念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八路军一二
九师纪念馆、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旧址纪念馆、唐山
开滦博物馆、磁县直南党史馆、冀南革命纪念馆、直
隶省立第七师范纪念馆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
大力协助）

（上接第十版）

忠 诚

◀
韩
东
征

马
振
供
图

袁雅冬穿
上写满签名的
白大褂。（河北
日报资料片）
河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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