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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蒂莲花映日开，本色不改初心红。
他，一位开国少将，1957年带领全家从新疆回到江西省莲

花县老家重新当农民，“将军农民”甘祖昌的事迹由此传遍大江
南北。

她，一位知识女性，跟随丈夫返乡扎根贫苦山区，投身教育
事业，九旬高龄时荣获全国道德模范，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称
为“老阿姨”。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以革命为媒，成为相守一生的同志伴
侣，共同谱写了“万里征程为初心，夫妻接力践使命”的动人篇
章。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 35年了，每到他的祭日，母亲都
会把儿女子孙聚在一起缅怀父亲。而这时候，我们议论最多的
就是，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64岁的甘仁荣是甘祖昌、
龚全珍夫妇的二女儿，她在 2012年退休后，致力于甘祖昌事迹
的收集整理工作。

甘祖昌，1905年出生在萍乡市莲花县坊楼镇沿背村的一户
贫苦家庭。1927年8月，甘祖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多次负伤，革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龚全珍，1923 年出生在山东烟台的一户工人家庭。1945

年，她被西北大学教育系录取。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毕业的她
响应号召来到边疆，在新疆军区八一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1953年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在新疆工作时期，甘祖昌因工受伤落下了脑震荡后遗症，
为不影响部队工作，他多次向组织递交辞职回乡务农的报
告。1957年，组织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他带着全家老少回到
家乡沿背村当农民。

回家才两天，甘祖昌就领着子女下地干活。他一生艰苦
朴素，但对人民群众却非常慷慨，国家发给他的工资，也被他
当作“集体财产”，几乎全部用于为家乡修水利、买化肥、办工
厂、慰问军烈属和扶贫济困上。

龚全珍则全心全意投入教育事业，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
和丈夫一样实现了为乡亲服务的愿望。她曾任莲花县南陂小
学校长，在乡村教师的平凡岗位上奉献数十载。

“领了工资，买了化肥农药，送给贫困户。”1986年将军辞
世，一句嘱咐，龚全珍默默铭记，并延续着将军的高尚品德。

“我不能庸庸碌碌过日子，应以战斗的姿态向死神挑战；
我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沉沦，要抽出主要时间来工作。”这是龚全
珍老人1997年4月10日在日记中的一句话。

多年来，龚全珍积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倾
力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开办“龚全珍工作室”服务社区、服务群
众，从青春岁月到耄耋之年，为广大群众做了大量的实事好事，受
到当地干部群众的尊敬和爱戴。龚全珍荣获全国道德模范、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甘祖昌、龚全珍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就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为广大党员
干部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位于莲花县的甘祖昌干部学院内，
甘祖昌家乡村民自排自演的红色教育题材采茶剧《并蒂莲花》广
受学员好评，他们用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讲述甘祖昌夫妇工作、
生活的真实点滴。

“村民们的演出把甘祖昌、龚全珍夫妇艰苦奋斗、淡泊名利、
大公无私、助人济困的高贵品德诠释得淋漓尽致，让我们深受感
动，触及灵魂。”观看完《并蒂莲花》的演出后，江西省信访局二级
调研员陈华在学习心得上这样写道。

残荷，虽失去春夏时的风采，却坚持挺住，不怕秋风的袭击，
它要把最美好的东西留给人们，在挖出一担担洁白的莲藕时才
倒下，它奉献了一生，人也该有这种精神。这是龚全珍老人在日
记里写的，也是她最喜欢的话。 （据新华社）

五月的山村处处生机盎然。
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一派青
山红瓦白墙的唯美景象。就是这
个村庄，走出了为妇女争取“男女
同工同酬”的第一届至第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山西省
平顺县。抗战时期，她就曾担任

村里纺花织布小组组长。嫁到西沟村后，她一样
积极参加劳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合
作社时，她担任了副社长。按照当时的规定，干
同样的工作，女社员只有男社员一半的工分。

她发现这种不合理的计酬机制严重挫伤了
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操持
家务，而这在当时又妨碍着妇女地位的提高。

为了证明“男女同工同酬”的合理性，她组织
女社员同男社员开展劳动竞赛，证明了女性劳动
能力并不比男性差。1952 年，西沟村就实现了

“男女干一样的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 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倡导的“男女同工同酬”
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改革开放以来，申纪兰勇于改革，大胆创新，
为发展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推动老区经济建设
和老区人民脱贫攻坚作出巨大贡献。结合她外
出考察的经验，1985年西沟村建立起一家村办铁
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此后，西沟村又
建立起磁钢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业办得风
生水起。

后来，为保护生态环境，申纪兰和西沟村村
民决定关闭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
铁合金厂，代之以纺织服装和香菇种植等特色产
业，再加上独一无二的红色文化资源，西沟村成
功实现了“赛道转换”。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几十年间，申纪兰提
出的一件件接地气的建议和议案，涉及交通、供
水、供热、供气等多个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领
域，改善了人民生活。申纪兰曾说：“当人大代
表，就要代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
事。”

申纪兰一生不忘初心。1973年至 1983年担
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干
部工资，不转干部身份。她曾荣获“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等称号，
2019年成为首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2020年6月28日，申纪兰在山西省长治市逝
世，享年91岁。

在申纪兰逝世前，只要还能劳动，她就始终
坚持自己播种、锄地、秋收、除雪。只要上讲台，
她就认真为慕名而来的人们作好每一场报告。

申纪兰逝世后，到西沟村参观学习的人仍然
络绎不绝。西沟村村民说，申纪兰虽然走了，但
她的贡献会被永远铭记，她的精神永不落幕，她
的故事将永远流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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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帽，中山装，粗粝的脸上带着质朴的笑容——在鞍钢博
物馆的英模展区，有这样一张老照片，将新中国第一代劳动模范
孟泰的形象定格在亿万中国人脑海。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作品、鞍山市艺术剧院原创大型话剧

《孟泰》顺利通过验收，再次将“老英雄”孟泰的形象立体呈现在百
姓眼前。

孟泰，1898年出生，河北丰润县人。1926年到鞍山，同年进入
日本人经营的鞍山制铁所的炼铁厂当配管学徒工。1949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历任配管组组长、技术员、炼铁厂副厂长、鞍钢工会
副主席等职。

东北解放初期，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恢复生产。面对经过战
争摧残几近废墟的钢厂，老工人孟泰勇敢站了出来，带领工友献
交器材、刨开冰雪收集废旧零件，把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废
铁堆翻了个遍，硬是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建成了当时著名
的“孟泰仓库”，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就实现了鞍钢高炉恢复生产，
为新中国钢铁工业奠定了雏形。

孟泰爱厂如家，钻研苦干。抗美援朝时期，鞍钢受到敌机和
暗藏敌特的威胁，孟泰撇家舍业，背来行李睡在高炉旁，誓死保卫
高炉安全，被誉为“高炉卫士”。新中国成立初期，孟泰组织全厂
各方面人员进行联合攻关，先后解决了十几项技术难题，自制成
功大型轧辊，填补了我国冶金史上的空白。

1950年、1956年、1959年，孟泰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是
中国工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作为第一、二、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孟泰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
见。

对党忠诚，对人民赤诚，孟泰始终心系钢厂与职工。在遭受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日子里，为了使工人保持体力不影响生产，
他把几个女儿靠挖野菜喂养大的两头猪送到厂里，为职工改善伙
食；在一批职工因没有床位而不能住院治疗的时候，他买来废钢
管，组成青年突击队自制铁床，既缓解了燃眉之急，还节省了费
用。在他担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的八年中，被工人们称为“身不
离劳动，心不离群众的干部”。

1967年9月，积劳成疾的孟泰在北京病逝。然而，孟泰精神却
在鞍钢和鞍山市扎了根，《孟泰报》、“孟泰奖章”、孟泰雕塑、孟泰
公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英雄”仍向人们无声地诠释着劳
动的价值和奋斗的意义。

在鞍山钢铁炼铁总厂几座高炉间隙，孟泰纪念馆显得格外安
静。炼铁总厂党委工作部部长王锋介绍，厂里培训新招工人，第
一站就来这里；市里的机关干部、中小学生，也经常来参观学习。
同时厂里每年组织孟泰事迹学习会，评选孟泰式先进标兵、最美
党员，厂报开辟专栏讲述“孟泰式好员工”的事迹故事。

“老一辈树起了标杆，我们也不能太差。”作为鞍山钢铁炼铁
总厂电气作业区电气点检员，今年55岁的付柏田自1984年进厂以
来就一直被孟泰精神所感染。在岗位上，付柏田主动创新出铁技
巧，三次报名夜大学习电工课程，如今已是鞍钢集团一级技师。
2017年，以付柏田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应运而生，每年吸引中
青年技工上百人次参与技术攻关，为企业创效年均超过500万元。

截至2020年底，鞍钢集团共有6801人次获得各级各类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其中全国劳动模范 118人次。自 2012年探索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基层创新机制以来，鞍钢集团目前共有厂级以上职工
创新工作室303个，其中全国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2个，省级创
新工作室 39个，分设创新小分队等创新团队 700余个，拥有 3600
余名核心成员。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我们就是要用工友们身边的典
型，引导年轻职工不忘本行和本职工作，在努力奋进中创出更大
风采。”王锋说。 （据新华社）

“咱要一人嫌脏，就会千人受脏，咱要一
人嫌臭，就会百家闻臭。俺脏脏一人，俺怕脏
就得脏一街。”

5月 26日，在位于山东省齐河县赵官镇
大胡庄的时传祥纪念亭内，77岁的时纯庭饱
含深情地向记者回忆起父亲时传祥常挂在嘴
边的话。

时传祥，1915 年 9月出生在大胡庄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初，他逃荒流落到北
京城郊，受生活所迫当了一名掏粪工，在粪霸
手下受尽了压迫与欺凌。

新中国成立后，时传祥进入北京市原崇
文区清洁队工作。在此后的十七八年时间
里，他无冬无夏，挨家挨户掏粪扫污，几乎没
有闲暇时间。

“旧社会不把掏粪工当人看，新中国成立后，他感受到了新社会的好。一冷一暖，巨大的反差
让他心灵受到震撼。”齐河县时传祥纪念馆馆长王宗军说。

老北京平房多，四合院里人口密度大，茅坑浅，粪便常溢出来，气味非常难闻。时传祥总是不
声不响地找来砖头，把茅坑砌得高一些。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不管坑外多
烂、坑底多深，他都想方设法掏干扫净。

时传祥带着对党和人民报恩的朴素感情，苦干加巧干，还进行技术革新，带领大家共同进步，
在掏粪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被工友们推选为前门粪业工人工会委员兼工会小组长。

当时，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了体现对清洁工人劳动的尊重，不仅规定他们的工资高于别的行业，
还想办法减轻劳动强度，把过去送粪的轱辘车换成汽车。运输工具改善后，时传祥合理计算工时，
挖掘潜力，把过去7人一班的大班，改为5人一班的小班。他带领全班由过去每人每班背50桶增加
到80桶，他自己则每班背90桶，最多每班掏粪背粪达5吨。管区内的居民享受到了清洁优美的环
境，而他背粪的右肩常年肿胀，被磨出一层厚厚的老茧。

时传祥干工作从不分分内分外，谁家的墙头倒了，他就主动给砌好，谁家的厕所没有挖坑，他
就带上工具给挖好。时间一长，他不仅成了百姓尊敬和信赖的朋友，还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

1956年11月时传祥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时传祥不仅自己一生投身环卫事业，还非常关心环卫事业的后继与发展。在他提议下，自
1962年开始，清洁队陆续分来一批初高中毕业生，时传祥担任原崇文区清洁队“青年班”班长，担负
起这些年轻人的传帮带任务。他通过言传身教，帮助青年人树立了“工作无贵贱、行业无尊卑”的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带出了一个思想过硬、业务一流的青年班。

一天背粪八九千斤，走几十里坑坑洼洼的路，因积劳成疾，1975年5月19日，时传祥在北京去
世。

在时传祥感召下，他的4个子女全部进入环卫战线工作。他的孙女时新春，也成为时家的第三
代环卫工人，继续发扬“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的时传祥精神。

2009年时传祥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齐河县城管局有一支以时传祥名字命名的“时传祥女子保洁班”，保洁班班长张艳说：“虽然现在环卫工作条

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传祥精神永不过时，一直激励着我们要坚守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位于齐河县城东北部的时传祥纪念馆，开馆以来已有四五十万人来此瞻仰学习。齐河还编演了现代京剧《时

传祥》，在山东、北京等地演出近百场。当地依托时传祥纪念馆建立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基地，也将
于近期对公众开放。 （据新华社）

甘
祖
昌
、龚
全
珍
夫
妇
：
并
蒂
莲
花
初
心
红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像

孟泰：劳模精神永放光芒

孟泰像

时
传
祥
：
宁
愿
一
人
脏
，换
来
万
家
净

时传祥像

山西日报记者曹婷婷报道 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精神血脉。5月28
日上午，山西省英烈英模家属宣讲团“坚定不移跟党走，革命精神永相
传”主题宣讲报告会在太原市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举行。5位英烈英模
家属宣讲团成员为现场听众讲述了那些值得永远铭记的身影和永不磨
灭的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扎实开展党史主题宣讲，在全省营造缅怀英烈英模、学习品
质精神的浓厚氛围，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精选 16名具有
代表性的英烈英模家属在全省开展“坚定不移跟党走，革命精神永相
传”主题宣讲，为大家讲述那些值得永远铭记的身影。几个月来，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乡村振兴局、省卫健委、省委党史研究院的专家们认
真核对有关资料，对宣讲稿进行了逐一修改把关，宣讲团成员们集体备

课、多次试讲，确保宣讲准确权威、真挚感人、入脑入心。
长期参与敌后抗日战争，领导白区宣传、支前工作，被叛徒出卖英

勇就义的何典成；生命永远定格在疫情防控路上的灵丘县公安局红石
塄派出所教导员张志民；20岁出头却相继牺牲在对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战场上的刘光、刘明两位亲兄弟；倒在脱贫攻坚途中的沁源县赤石桥乡
党委书记李飞；为了解放事业宁死不屈、牺牲时年仅17岁的马小宝……
在会场，宣讲团成员声情并茂的讲述让听众一次次落泪。

“从备课到今天的宣讲报告会，我们在场的人都是泪流满面，深受
感动。可以说，每一次聆听，都是一种心灵的净化、灵魂的洗礼、思想的
升华。”省委讲师团理论宣讲室主任杨荷梅表示，作为一名宣讲工作者，
将赓续精神血脉，践行初心使命，扎实开展好党史主题宣讲，努力讲好
英雄的故事，讲好山西的故事，让党的声音“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西日报记者张谦报道 5月 28日，按照省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办公室安排，山西省英烈英模家属宣讲团走进晋中市开展“坚定不移跟党
走，革命精神永相传”主题宣讲报告会。晋中市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成员，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市史志研究室、市社科联等单位的60余名
党员、干部聆听了此次宣讲。

宣讲会上，烈士刘胡兰侄子刘军祥、抗疫英模武建忠爱人郭爱贞、脱贫
攻坚英模常国平爱人申文爱、烈士孙历君弟弟王雳霆、脱贫攻坚英模牛永杰
弟弟牛高升等5位英烈英模家属，分别以《信仰的力量》《好人武建忠》《做一
个这样的“平凡人”》《我的烈士大哥》《我的哥哥牛永杰》讲述了亲人的不平
凡故事，他们用感人的事例、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阐释了战争年代
革命先烈的忠诚本色、担当魄力，也展现了当代英雄的为民情怀和奉献精
神。

与会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积极学习英烈英模的崇高品质和扎实作
风，把站稳人民立场作为最根本的取向，牢记初心、践行使命，将非凡的英雄
精神落实到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多做解民忧、顺民意、暖民心的实事好事，用
实际行动践行爱党为民的职责使命，以优异的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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