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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党员是一盏灯、
一 颗 星 ， 这 话 在 孟 繁
彪、黄士芬身上得到了
充分印证。

“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就要对自己严格要
求，说话、做事起带头
作用。”活动现场，孟
繁彪谈到自己入党时的
经历，仍然有些激动。

今 年 83 岁 的 孟 繁
彪，1962 年入党，至今
已有近 60年党龄。妻子
黄士芬，也有着 62年党
龄。60 年，绵远悠长，
生于革命年代的两位老
人，见证了新中国从百
废待兴走上民族复兴的
伟大征程。当年风华正
茂的青年如今已是满头
华发，步履蹒跚，但谈
起多年前的往事，老人
仍历历在目。

1938 年，孟繁彪出
生在南皮县刘八里村，
儿时经历战火纷飞，他
更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个报名进了学
堂。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
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外语，后
来又转到河北大学学习中文。也是在这
里，他与妻子黄士芬相识。

1962年 1月，正在读大二的孟繁彪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临近毕业，他可以选择留校，也可
以去政府机关、国营企业，但他却选择
到农村去。“当时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态，
一心想要到农村去改变面貌。”他说。

随后，孟繁彪被分配到盐山边务公
社，和村民一起修台田、养牲畜、搞生
产。“那时吃住都在村里，从不坐办公
室，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直到 1984年，孟繁彪出任中共沧州
市委党校党委书记。

那时，学校刚成立不久，没有一间
像样的教室，更不要提图书室和阅览室
了。教室短缺、资金不足，一切几乎从
零开始。但这并没有吓倒孟繁彪，他精
打细算，各方筹措资金。施工时，和工
人们一起干活，短短 5个月，59间房屋
就拔地而起，初具规模的正规化党校建
立了起来。

老师不够，孟繁彪就去各个班讲
课，讲党史、党建、哲学等，这也符合
他爱看书、爱研究的性格。直到如今，
他仍然笔耕不辍，每日埋头书海、撰写
诗词。而妻子黄士芬则是他最好的读者
和知己。

黄士芬是保定人，刚生下来一个多
月，父亲就被日本人打死，她从小与母
亲相依为命。5年的大学同窗，她和孟
繁彪暗生情愫，于 1966年结为夫妻。工
作后，二人长年分居两地，但都在各自
的岗位上忙碌着、奋斗着。她回忆，最
忙最累是在棉纺厂，一人看管 48 台机
器。孩子生下来一个多月，就被送到了
厂里的托儿所。因为工作效率高，黄士
芬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后来，她先
后任职市人民医院、市总工会。

孟繁彪出版诗词选集，黄士芬就帮
他校对。二人还一起学习发微信，坚持
学习“学习强国”。

儿女们说，父亲不仅好学读书，还
是个热心肠。“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父亲主动申请看管小区大门，
用喇叭宣传防疫注意事项，还写诗词歌
颂防疫好人好事。平日里，还帮助年老
体弱的邻居买食品、办事……父母乐观
豁达、积极向上，是我们的榜样。”儿
子说。

黄骅市滕庄子镇孔黄骅市滕庄子镇孔
店村店村，，是是 8686岁孔祥凯和岁孔祥凯和
8484岁张洪均的老家岁张洪均的老家，，两两
人在那里出生人在那里出生、、长大长大，，
参加工作参加工作。。19551955 年年 11 月月
同 日 宣 誓 入 党同 日 宣 誓 入 党 ；； 19571957
年年 ，， 携 手 走 进 婚 姻 殿携 手 走 进 婚 姻 殿
堂堂；；19961996年年，，在外工作在外工作
退休的老两口又回到村退休的老两口又回到村
里里。。如今如今，，两位老人都两位老人都
已到耄耋之年已到耄耋之年，，党龄相党龄相
加加 132132 年年，，但他们仍然但他们仍然
保持着入党时的初心保持着入党时的初心，，
关 心 着 村 里 的 大 小 事关 心 着 村 里 的 大 小 事
务务，，践行着入党誓言践行着入党誓言。。

见到两位老人是在见到两位老人是在
一个夏日的上午一个夏日的上午，，谈及谈及
当年入党之事当年入党之事，，老两口老两口
顿时神采飞扬顿时神采飞扬：“：“19521952
年年，，我是孔店村团支部我是孔店村团支部
的一名委员的一名委员，，那时条件那时条件
苦苦，，我带着大伙儿下地我带着大伙儿下地
开荒开荒、、挖坑泥挖坑泥、、挑河挑河，，
开展扫盲运动开展扫盲运动，，村里因村里因
此获得过先进此获得过先进，，这让人这让人
无比自豪无比自豪。”。”

那时的张洪均还是那时的张洪均还是
个个 1414岁的小女孩岁的小女孩，，但也但也

积极跟着参加生产劳动积极跟着参加生产劳动，，因表现突出因表现突出，，后后
来担任了村妇女主任来担任了村妇女主任。。

两两位老人说位老人说，，那时候感觉有使不完那时候感觉有使不完
的劲儿的劲儿，，每天想的就是怎么为国家作贡每天想的就是怎么为国家作贡
献献，，为党争光为党争光。。也就是从那时起也就是从那时起，，入党入党
情结如同一颗种子情结如同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埋下在他们心里埋下、、
生根生根、、发芽发芽，，潜滋暗长潜滋暗长。。这让他们更有这让他们更有
干劲儿干劲儿。。

终于终于，，他们的表现得到了组织认可他们的表现得到了组织认可。。
当时的驻乡指导员和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两当时的驻乡指导员和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两
人入党人入党，，那一幕他们终生难忘那一幕他们终生难忘：：站在鲜红站在鲜红
的党旗下的党旗下，，挺着胸脯挺着胸脯，，举起拳头举起拳头，，声音洪声音洪
亮……亮……

婚 后婚 后 ，， 两 个 人 是 夫 妻两 个 人 是 夫 妻 ，， 更 是更 是 ““ 战战
友友”。”。他们暗下决心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在各个方面一定要在各个方面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一定要对得起一定要对得起““共产共产
党员党员””这个称号这个称号。。

19561956 年年，，孔祥凯被调到黄骅公安局孔祥凯被调到黄骅公安局，，
两年后两年后，，成立长芦盐场成立长芦盐场。。作为首批建设作为首批建设
者者，，他被调任参与筹建工作他被调任参与筹建工作。。随后的几十随后的几十
年间年间，，因工作需要辗转沧州因工作需要辗转沧州、、邯郸邯郸、、天津天津
等地等地，，无暇顾及家庭无暇顾及家庭。。张洪均的工作也比张洪均的工作也比
较忙较忙。。入党后入党后，，她主要从事妇女活动工她主要从事妇女活动工
作作，，从村里到乡里从村里到乡里，，后来被调到县城后来被调到县城。。上上
世纪世纪 8080 年代年代，，计划生育全面推行后计划生育全面推行后，，她她
接管这项工作接管这项工作，，常常一忙就是十天半月不常常一忙就是十天半月不
能回家能回家。。但夫妻俩都没有怨言但夫妻俩都没有怨言，，而是经常而是经常
互相鼓励互相鼓励，，工作上兢兢业业的他们工作上兢兢业业的他们，，多次多次
荣获单位先进工作者称号荣获单位先进工作者称号。。

19961996年年，，孔祥凯从长芦盐场党委书记孔祥凯从长芦盐场党委书记
的位置上退下来的位置上退下来，，本可以在黄骅定居的本可以在黄骅定居的
他他，，坚持和老伴儿回到老家孔店村坚持和老伴儿回到老家孔店村。“。“我我
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出生、、长大长大，，参加工作参加工作，，应该为村应该为村
庄发展出一份力庄发展出一份力。”。”孔祥凯说孔祥凯说，，村里的党村里的党
员会员会，，他一次都没落下过他一次都没落下过，，每次都带着小每次都带着小
本做记录本做记录。。他常说他常说，，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不同时期的共产党员
有不同的使命有不同的使命，，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份初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份初
心心。。

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干干净净做事，，为人为人
民服务民服务，，对党忠诚对党忠诚，，这是孔祥凯和张洪均这是孔祥凯和张洪均
一辈子奉行的宗旨一辈子奉行的宗旨。。他们以此教育儿女他们以此教育儿女，，
在他们的影响下在他们的影响下，，44个儿女和大孙子先后个儿女和大孙子先后
都入了党都入了党，，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在各自的岗位上恪尽职守、、勇勇
于争先于争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100周年周年，，能能
看到党的百岁生日看到党的百岁生日，，我们老两口感到很幸我们老两口感到很幸
福福。。很感谢沧州日报举办的这个活动很感谢沧州日报举办的这个活动，，惦惦
记着我们这些老党员记着我们这些老党员。”。”采访最后采访最后，，孔祥孔祥
凯激动地说凯激动地说，，他和老伴儿生在战争年代他和老伴儿生在战争年代，，
长在贫困时期长在贫困时期，，历经了国家所有的困难历经了国家所有的困难，，
如今过上了衣食无忧幸福安稳的晚年如今过上了衣食无忧幸福安稳的晚年，，感感
谢伟大的祖国谢伟大的祖国，，感谢伟大的党感谢伟大的党！！

“对党忠诚，为党保
密，这是我们一辈子遵
守的，无论走到哪，直
到我们去世，这都是信
仰！”刘义武老人的一席
话，令在场嘉宾无不动
容，这是一位老党员的
初心和承诺。

86 岁的刘义武出生
于孟村回族自治县宋庄
子乡沙张庄村。儿时亲
历的战争在他心里埋下
了革命的火种，救国救
民的火苗在青年时代的
刘义武身上愈燃愈烈。
还在盐山中学上初中，
就毅然参了军。

在西安上军校、在
昆明从事保密工作 6年，
1968 年，随总参三部转
战山西新县，他在连绵
的大山里一驻扎就是 17
年 。 只 要 是 涉 及 工 作
的 ， 老 人 一 个 字 都 不
说，就连妻子都不知道
他每天在做什么工作。
只是早出晚归，一身军
装整理得整整齐齐。

1985 年，刘义武转
业回沧州，在汽钢厂当
党总书记。几年后，又
分配到了市保密局，一
直到1997年退休。

老伴儿赵景芬回忆
起自己走过的几十年，

虽坎坷，但也快乐。1964 年，高考落榜
后，赵景芬在家乡当起了小学老师。因表
现突出，1966 年，被推荐加入中国共产
党。“那时候都是早上 6点就起床，学习半
个小时的政治理论，白天上课，晚上备
课，经常到深夜。”赵景芬说，她那时候一
直是学校领导班子成员，无论从工作上还
是生活上都力争先进，带领着老师们好好
教学，培养更多人才。

与刘义武婚后，赵景芬随丈夫来到了山西
总参部队。直到现在，老人还清楚地记得，
第一次走进山区的辛苦和紧张。一条羊肠小
路，左边是高山悬崖，右边是河水湍急，进山
就这一条路，只能胆战心惊地走过去。

老人说，她一入部队，就去了当时的
南社学校教政治。南社学校是在抗战时期
就有的部队干部培训学校，培养了很多优
秀的官兵指战员。在那里，赵景芬更是努
力教学，兢兢业业，时刻不忘自己是一名
共产党员。后来回到丈夫所在的部队，还
是教学，培养军队干部子弟，年年都被评
为“优秀教师”“教学先进工作者”等。

说着，老人笑了起来。“我不是军人，
但最大的初心就是服从命令，一切跟党走！”
从部队归来后，赵景芬被派到沧州顺河小学
当校长。这是一所抗战时期的老学校，老师
们也都是经历过硝烟战火的老教师。她和老
师们一心扑在教育上，大家齐心协力，学校
的教学成绩一直在全市名列前茅。

两老人的女儿赵辉十分优秀，是沧州
市第一位医学女博士，现就任于沧州中西
医结合医院。“父母从小就跟我说，要奉
献，要帮助更多的人，人要一身正气，为
党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人的一生才更
有意义。”赵辉说。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就得坚定信
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此次报社
组织的致敬百年党龄夫妻活动，我们特别
感动，一定要再努力，在有生之年，为社
会多作贡献！”老人们坚定地说。

这是一对北京夫妻这是一对北京夫妻，，原籍河北原籍河北
定州市定州市。。这对老夫妻的党龄相加已这对老夫妻的党龄相加已
经经 148148年年。。他们是韩金水和王秀英他们是韩金水和王秀英。。
二位老党员均是二位老党员均是““共和国成立共和国成立 6060周周
年年””及及““共和国成立共和国成立 7070周年周年””奖章奖章
获得者获得者。。 他们为党为国家奉献一生他们为党为国家奉献一生
的事迹的事迹，，让人动容让人动容。。

今年今年 8989岁的韩金水岁的韩金水，，上世纪上世纪 5050
年代在北京市交通运输公司工作年代在北京市交通运输公司工作。。
人民大会堂建设占地拆迁时人民大会堂建设占地拆迁时，，他带他带
领运输二场的工人们第一时间进入领运输二场的工人们第一时间进入
到工地到工地。。他积极开动脑筋他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想办法
扩大运力扩大运力，，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一一
个多月后个多月后，，清理接近尾声清理接近尾声，，19581958年年
1010月月 2626日日，，人民大会堂正式破土动人民大会堂正式破土动
工工。。韩金水说韩金水说，，作为运输行业的一作为运输行业的一
名干部名干部，，能亲身参加到大会堂的建能亲身参加到大会堂的建
设中设中，，是他一生的骄傲是他一生的骄傲。。

上世纪上世纪 5050年代年代，，韩金水参与了韩金水参与了
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举世闻名的十三陵水库的建设。。韩韩
金水说金水说，“，“那时那时，，我们没有自动翻斗我们没有自动翻斗
车车，，没有大型铲车没有大型铲车，，全靠肩挑背全靠肩挑背
扛扛，，用架子车用架子车、、独轮车运送土方独轮车运送土方。。
我们车队的汽车我们车队的汽车，，算是最现代化的算是最现代化的
设施了设施了。。大块儿的石头大块儿的石头、、建材就由建材就由
我们运送我们运送。。没有吊车没有吊车，，就用撬棒就用撬棒、、
滚桶或滚木一点一点地装卸滚桶或滚木一点一点地装卸。”。”就是就是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韩金水和同韩金水和同
事们克服困难事们克服困难，，完成了运输土石方完成了运输土石方
245245万立方米的任务万立方米的任务。。在十三陵水库在十三陵水库
的建设中的建设中，，最令他激动的就是亲眼最令他激动的就是亲眼
见到了毛主席见到了毛主席。。

““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就是就是
参与设计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灵参与设计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灵
车车。”。”说起这段经历说起这段经历，，韩金水老人眼韩金水老人眼

含热泪含热泪。。
老人回忆说老人回忆说，，19751975年底年底，，公司接到一项紧急的政公司接到一项紧急的政

治任务治任务，，要求在两周时间里要求在两周时间里，，赶制出一辆有着特殊要赶制出一辆有着特殊要
求的求的 640640型单机客车型单机客车。。车的外观不变车的外观不变，，内部要求严格内部要求严格。。
其实其实，，这辆这辆““客车客车””就是专为周总理准备的灵车就是专为周总理准备的灵车。。那那
时候时候，，周总理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周总理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19761976年年，，周总理逝世后周总理逝世后，，夫妻俩在寒风中等待了夫妻俩在寒风中等待了
不知道几个小时不知道几个小时，，就是想送总理一程就是想送总理一程。。当看见灵车的当看见灵车的
瞬间瞬间，，韩金水整个人都僵住了韩金水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来前些天他们赶制原来前些天他们赶制
的车的车，，是为周总理送行的灵车啊是为周总理送行的灵车啊！！老人禁不住潸然泪老人禁不住潸然泪
下下。。

更让韩金水和同事们没想到的是更让韩金水和同事们没想到的是，，就在当年就在当年，，他他
们还为毛主席制作了灵车们还为毛主席制作了灵车。。19761976年年，，唐山大地震后唐山大地震后，，
韩金水和同事们奉命设计防震车韩金水和同事们奉命设计防震车。。防震车刚刚改装完防震车刚刚改装完
成成，，还没有开走还没有开走，，就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就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噩耗。。全国全国
人民再次沉浸在悲痛之中人民再次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时这时，，中央警卫局传来指中央警卫局传来指
示示，，要求火速把防震车改为毛主席的灵车要求火速把防震车改为毛主席的灵车。。

接到任务后接到任务后，，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大家化悲痛为力量，，2424 小时连轴小时连轴
转转。。灵车顺利交付后灵车顺利交付后，，韩金水的内心仍久久不能平静韩金水的内心仍久久不能平静。。

说到这些往事说到这些往事，，妻子王秀英早已泪流满面妻子王秀英早已泪流满面。。今年今年
8888岁的王秀英岁的王秀英，，19461946年年 22月入党月入党。。年少参加革命年少参加革命，，在在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地下工作从事地下工作。。19471947年任年任
河北定县六区妇女主任河北定县六区妇女主任，，为部队缝衣做鞋为部队缝衣做鞋，，救护伤救护伤
员员。。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王秀英积极响应组织号召王秀英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进京进京
参加文化补习参加文化补习，，为国家交通运输事业培养技术人才为国家交通运输事业培养技术人才，，
在首都四化建设中荣立一等功在首都四化建设中荣立一等功。。

19511951至至 19531953年韩金水在海军后勤保障部汽车学校年韩金水在海军后勤保障部汽车学校
参军参军，，19531953年底回乡与王秀英领证完婚年底回乡与王秀英领证完婚。。19541954年韩金年韩金
水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北京市交通局工作水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北京市交通局工作，，没过多久没过多久
王秀英也被派往北京进修王秀英也被派往北京进修。。

为了贴补家里开支为了贴补家里开支，，不影响韩金水工作不影响韩金水工作，，王秀英王秀英
放弃了提干的机会放弃了提干的机会，，向单位提出了到一线当工人的申向单位提出了到一线当工人的申
请请，，成了一名维修电工成了一名维修电工，，经常修汽车电机经常修汽车电机、、马达马达。。
19811981年年，，修理进口车可是个大难题修理进口车可是个大难题，，没有设备没有设备，，配件配件
紧缺紧缺。。有一次有一次，，客户送来了好几辆捷克进口的客户送来了好几辆捷克进口的““泰脱泰脱
拉拉””1010轮大卡车要修理轮大卡车要修理。。经过初步检查经过初步检查，，这些车都是这些车都是
发动机出了问题发动机出了问题，，拆开发动机拆开发动机，，发现全是线圈烧坏发现全是线圈烧坏
了了。。进口一批发动机替换是不现实的进口一批发动机替换是不现实的，，要修理要修理，，这个这个
线圈绕法复杂线圈绕法复杂，，谁也没有见过谁也没有见过。。看着车间里那么多车看着车间里那么多车
趴窝趴窝，，大家都很焦虑大家都很焦虑。。王秀英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王秀英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
儿儿，，天天拿着坏了的线圈琢磨天天拿着坏了的线圈琢磨，，拆了绕拆了绕，，绕了再拆绕了再拆。。
经过几天时间经过几天时间，，还真让她琢磨出来了还真让她琢磨出来了。。她把重新绕好她把重新绕好
的线圈装进发动机的线圈装进发动机，，一试车一试车，，竟然真的发动了竟然真的发动了。。王秀王秀
英把这个方法教给其他工友英把这个方法教给其他工友，，大家一起绕大家一起绕，，没几天没几天，，
这几辆大卡车就全部修好了这几辆大卡车就全部修好了。。

在当时在当时，，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为那时从因为那时从
来还没有人能够研究来还没有人能够研究、、攻破国外汽车零部件内在的原攻破国外汽车零部件内在的原
理理。。为此为此，，王秀英受到车间和厂部领导的表彰王秀英受到车间和厂部领导的表彰，，荣立荣立
了一等功了一等功。。

走进运河区朝
阳北区闫宝泉、王
香玲夫妇的家，温
馨且安静。一抹茶
香 在 客 厅 里 飘 荡
着，琥珀色的光从
窗口透过，时光就
在此刻回转。

从 青 丝 到 白
发，闫宝泉心中只
有“奉献”二字。
1958 年入党，这位
有着 63 年党龄的老
党员始终保持着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初 心 。
老 人 祖 籍 邯 郸 ，
1964 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服从分
配安排到邯郸大名
师范教美术。 1974
年，调到邯郸师专
教 学 ， 一 直 到 退
休。老人 1993 年被
评为正教授。

作为一名老党
员，闫宝泉兢兢业
业，对工作一丝不
苟，多次获评邯郸
学院“优秀共产党
员 ”、 邯 郸 市 “ 劳
模”、河北省优秀教
师、河北省高校优
秀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者，并获得全国曾
宪梓教育基金奖。

老人说，在岗位上，他总是把荣
誉让给更需要的同事，为了让年轻老
师有更多外出学习的机会，他总是让
出机会，自己承担几个年级的课程。
学生白云香作为河北省十大中年画
家，至今都感激于心，现在的成绩都
是闫老师给打下的坚实基础。北京画
院副院长郭宝军说：“闫老师是良师
更是益友，几十年为教育事业的奉献
精神是我们都应该学习和发扬的。”
学生李秀洋留校任邯郸学院美术学院
书记，是闫宝泉老师的接班人。

闫宝泉老人勤奋好学，2009 年，
年逾七旬时，还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
了冰雪画，像学生一样，住宿舍、上
课堂、吃食堂，三点一线。

互相欣赏，儒雅相随，这是闫宝
泉和妻子王香玲给人的感受。王香玲
是沧州市文联创办者之一，记忆最深
的是当时骑着一辆红旗自行车到处

“招兵买马”的经历，那一年她瘦了
七八公斤。 1984 年，沧州市文联成
立，王香玲任副主席，1987年任文联
党组书记。上世纪 90年代初，任沧州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1年 2月，任
新华区委书记；1993年，任沧州市副
市长；1996年，任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1998年，任市政协副主席，后从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岗位上退休。

从政几十年来，王香玲时刻不忘
初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爱才惜
才，一心为公，清廉执政。对于此次
举办的“致敬百年党龄夫妻”活动，
王香玲感到特别有意义。她说，老党
员是时代的先锋，在各个行业中，都是
党员同志们冲在最前列，发扬为人民服
务的无私精神，彰显艰苦奋斗、砥砺前
行的党员本色。此次致敬这些老党员，
就是要学习他们的奉献精神，传承共
产党人的初心本色。

“百年党史路漫长，人民
拥护共产党。共产主义是方
向，坚定信仰不能忘。党的
领导是关键，事业步步向辉
煌……”颁奖典礼上，满头
银发的杨乃祥拿出了自己为
庆祝建党百年而创作的诗歌。

今年 89岁的杨乃祥是新
华区院东街电业小区的党支
部书记，自小区党支部成立
以来，他便带领辖区内的老
党员每月定期上一次党课，
学党史，学新理论、新政
策，撰写心得，至今已坚持
了 16年。从南昌起义、红军
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新中国成立……我党百
年历史被分成不同的主题，
浓缩到20分钟的课程里。很难
想象，讲台上慷慨陈词的杨乃
祥已经年近九旬。

这一切，无不诉说着一
位老党员对党的深情。

杨乃祥出生在衡水市武
强县，他的父母都是中共党
员，父亲曾是游击队员，母

亲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沐浴着家庭的红色思
想，杨乃祥从小就很聪明懂事，上了几年学
后便参加工作。他先后在当地粮食公司和贸
易局工作，1950年调到沧州粮食局。

后来，杨乃祥与从石家庄来的赵淑改相
识。赵淑改 1930年出生在石家庄市深泽县一
个抗战堡垒户家庭，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曾是一名能歌善舞的文艺兵。

1952年，杨乃祥和赵淑改结婚。那时，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夫妻二人一
同奋战在沧州粮食局。

“各地都粮食短缺，沧州的粮食主要都是
从东北地区调来，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到各个
地区、各粮店发放粮食。白天发粮食，晚上
还要守着粮库站岗。”至今，杨乃祥仍对当年
的情形记忆犹新。

那些年，日子虽然苦，但在几个儿女的
回忆里却也不乏甜蜜。女儿杨玲说，家中兄
妹4人，生活不算富裕，但每次家里做点好吃
的，父亲总是让着母亲吃。

“有一次母亲出去办事，赶上下大雨，维
明路地段低都被雨水淹没了，父亲就冒着大
雨去接母亲。回来的时候，我们一看，父亲
全身都被雨水淋透了，而母亲的衣服是干爽
的。父亲宁可自己受苦也不会叫母亲受委
屈。”杨玲说。

感动儿女们的，除了父母间的恩爱和
谐，还有他们对党的热爱和忠诚。杨乃祥离
休后，依然坚持学习，记笔记、写心得，还
把这些内容变成了“微型党课”的主题，带
领辖区党员一起学习。

在居住的小区，杨乃祥也是出了名的热
心肠。邻里有纠纷，他管；谁家闹矛盾，他
管；谁遇到困难、日子不好过，他更要管。
有一年夏天，他发现炙热的马路上一动不动
躺着个人，他立即过去扶起病人送往医院抢
救，使其脱离了危险。还有一个父母双亡的
女孩儿，脑瘫需手术治疗，因无法支付医疗
费而陷入困境。杨乃祥知道后，在小区开展
募捐，冒着凛冽寒风站了 3个小时，最后把
1600元送到了孩子的手中。

杨乃祥先后获得河北省电力公司“老有
所依”奉献奖、沧州市政府“老有所为”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老人还带着自己的故事
去北京、杭州、成都演讲。

两位老人党龄达144年，他们的经历本身
就是一部书，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体味。

走进运河区董萍
的家里，到处弥漫着
温馨的气氛。墙上，
贴满了儿女为两位老
人过生日时的照片；厨
房里，女儿们正有说有
笑地忙乎着饭菜。在这
个幸福的大家庭里，每
个人都恪守着“忠信为
本、厚善传家”的家
训，立下家训的正是他
们的父母董萍和贾秀
英。这对相伴 66 载、
党龄相加达 135年的夫
妻，用一生践行着共产
党员的誓言，更为儿女
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
富。

1931 年，董萍出
生在沧州一个普通市民
家庭。9岁丧父，13岁
丧母，从小吃百家饭长
大。1947 年，沧州城
解放，他来到了共产党
领导下的永茂公司工
作。那些年，他亲身经
历了解放区与敌占区的
贸易战，16 岁就当起
了带货人。

1949 年，董萍进
入当时的沧县某区工
作，任干事。由于从小
孤苦无依，风餐露宿，
参加革命后，焕然一新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

他对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他1949年入团，
1952年入党，1954年上夜校，不久被保送
到唐山工人中学读书。任工会团支部书记
期间，他结识了漂亮姑娘贾秀英。二人建
立起感情，于1955年喜结连理。

从唐山工人中学毕业后，1958年，董
萍进入北京工业学院 （北京理工大学前
身）读书。因为成绩优异，他一度成为留
苏预备生。1962年毕业时，为了爱人，董
萍选择回到沧州。在红旗橡胶厂，他攻坚
克难，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为了制造
400吨公路平板车，董萍带领技术人员一
次次进行科研攻关，最终胜利完成了平板
车特种轮胎的试制任务。这是中国第一辆
载重400吨公路平板车，研制成功后，在
全国引起轰动。

而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贾秀英的
默默支持。

贾秀英1951年参加工作，1954年4月
入党，入党介绍人正是如今的丈夫董萍。
当年，二人在夜校相识时，董萍已经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学习党史
和理论。在他的影响下，贾秀英也成为一
名党员。后来，她听说缺少理发师，就决
定去国营理发社学理发。“虽然那时女理
发师很少，但我觉得，理发也是在为人民
服务。”她说。

那些年，丈夫工作忙，经常出差，贾
秀英一人拉扯着 5个孩子边工作边生活。
女儿董洁说，母亲看似柔弱，其实内心很
坚强。无论日子多难，她从未说过苦，还
把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

“父亲虽然很忙，但仍然抽出时间陪
伴我们，还定期和几个孩子比赛运动，家
里总是一片祥和欢乐。”董洁说。

董萍和贾秀英相互尊重、相互照顾深
深地影响着后代，儿女们也非常孝顺，一
家人其乐融融。董萍总是教育子孙：“没
有党就没有我，也没有今天全家的幸福生
活。党的恩情深似大海，重如泰山。一定
要听党的话，一辈子跟党走。”

王少华、张书俭的家里，最
多的就是书。客厅一面墙的书，
连餐厅、卫生间、厨房的角落
里，也都是按着空间定做的书
架。一层层的书，几乎从地板攀
到了天花板。

客厅书架前，有两个老式沙
发。沙发一侧堆起来的书，约有
一米高。王少华、张书俭坐在沙
发上，就像坐在书海中。

这些图书中，红色书籍占了
很大比重。张书俭顺手拿起一本
画册：“这本《红色记忆》，入选
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是我们向抗
日老妈妈的致敬之作！”

有人用“一种相似的灵魂联
盟”来形容美好的爱情，王少华
与张书俭就是这样。71岁了，两
个人还经常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

他们同乡、同龄，脾气也有
几分像。王少华出身任丘红色家
庭，他的父亲和三叔分别在 1933
年、1934 年入党。受家庭影响，
王少华 20岁入党、21岁参军，24
岁时摄影作品就发表在《河北日
报》头版上。张书俭是邻村的普
通农家女孩儿，性格爽快、爱帮
助人、上进心强。她 21岁入党，
24岁考上沧州农校。

1976年 11月，两个人走到了
一起。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和爱好、
豁达的襟怀和性情。他们的爱情，
就像木棉与橡树那样，既深情相
对，又比肩而立、各自独立。

在部队学了摄影后，王少华就确立了自己的事
业方向：在新闻摄影的路上耕耘一生。40多年中，
他以敏锐的新闻视角，定格了沧州经济社会发展的
一个个精彩瞬间：1985年，第一艘港口打桩船开进
渤海湾；上世纪 90年代，石黄高速沧州段开工第一
锨土；2010年，黄骅综合大港开航；2014年，沧州
西至北京南的首列高铁通车……一个个“第一”的
珍贵影像，串联起沧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度，也
让他收获了一个个国家级、省级摄影大奖。

他深知，一名优秀的摄影人，要把功夫更多地放
到摄影之外。如饥似渴地学习之外，他还主编、策
划、设计了多部书籍和画册，是一名学者型的摄影
人。2019年，他被评为“河北中老年健康之星——新
闻摄影达人。”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用一台相
机，记录时代变迁；用一生热爱，成就精彩人生。”

就在王少华矢志不渝地在新闻摄影的深海中扬
帆前行的时候，张书俭也找到了自己的“绿色”与

“红色”梦。
2001年，张书俭出任沧州市林业局局长。沧州

有一半土地是盐碱地，植树造林曾经在沧州困难重
重。但是张书俭不死心，呵护那些树苗苗，就像呵
护自己的孩子。她带领大家创造了沧州林业史上

“面积最大”“标准最高”“成活保存率最好”3项历
史之最。因为工作突出，她受到省人民政府一等功
奖励，获得全国绿化先进工作者、省劳动模范、省
三八红旗手等称号。

退休后，张书俭又开启了红色事业：寻访生活
在农村的抗日老妈妈们。这个群体，长期被人遗
忘，张书俭带着沧州女摄影师们走村串户，一点点
挖掘出来。当印刷精美的《红色记忆》画册呈现在
人们面前时，大家立即被120多名革命母亲的事迹深
深感动了。

在深耕各自事业的同时，王少华与张书俭又互
相助力、互为支撑。王少华拍大运河时，张书俭给
他当司机和助手；张书俭带着女摄协会员投入到革
命母亲拍摄工作中去的时候，王少华不仅全程参
与，还为画册的设计出谋划策。

互相成就，互相成全，又比肩而立，各自独
立。71岁的他们，用 50年岁月长跑，为我们讲述了
爱情最应该有的模样。

颁奖现场，坐在轮
椅上的谢清洁一进会
场，人们立即赶来问
候。老伴儿黄佐炽，拄
着拐杖在一旁默默守
候。一如60多年来，他
们相扶相携相伴的每个
日日夜夜。

在此之前，两位老
人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大
病：黄佐炽患急性脑
梗，谢清洁严重贫血已
到最低点……幸亏抢救
及时，二老携手又闯过
了一关。

一 提 “ 沧 州 好
人”，很多人脑海中都
会浮现出谢清洁的形
象。助学、助困、为灾
区捐款等，总能看到她
的身影。鲜为人知的
是，支持她一辈子做好
事的，就是黄佐炽。

如今，黄佐炽93岁
了，谢清洁也已 83岁。
尤其谢清洁，患上帕金
森综合征后，渐渐失去
了行动能力。即使如
此，她还是一如既往地
做好事。自己走不动
了，就委托运河区北环
桥社区负责人，把省吃
俭用积攒下来的钱，一
笔笔送到需要帮助的人
手中。每当这时，黄佐

炽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妻子的“小心
机”，从年轻时起，其实从未逃过他的眼
睛。帮助别人的钱不够了，谢清洁就从他
那“抠”。他也不说破，每次都有求必应。

黄佐炽是四川人，1948年参加革命，
1949年 2月 1日入党，后来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空军航行调度长、作战参谋。1956
年，作为同乡的他们结了婚。当时，黄佐
炽 28 岁，谢清洁 18 岁。他珍爱她如孩
子，她仰视他如师长。

结婚后，谢清洁随军在部队幼儿园工
作，别人休息，她悄悄下连队打扫猪圈，
为战士们理发、缝补衣服。战士们都说：
调度长，嫂子那么和善，你可真有福！

在战场上杀伐决断的黄佐炽，一辈子
就是对妻子没脾气。

上世纪 60年代，因为学雷锋、做好
事，谢清洁曾 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至
今回想那一幕幕，她心里还是有说不出的
幸福。毛主席的话，成为她一生做人做事
的准则。这 3次接见，也令黄佐炽印象深
刻。当妻子因为做好事而耽误家务时，他
总是告诉自己：小谢厚道、热情，我得支
持她！

谢清洁有一本很旧的 《雷锋日记》，
很多段落都做了勾画，一旁还写着她的感
想。她说：“那年我 23 岁，比雷锋大一
岁，我想我是雷锋的姐姐，雷锋没有做完
的事，我要继续替他做下去。”

信仰一旦铸就，就释放出恒久的力
量。1981年，谢清洁随黄佐炽转业来到沧
州。听说福利院有一群特殊的孩子，她来
了。从此，每月的第四个周末，她都要带
着理发工具，买上好吃的，到这里为残疾
孩子和孤寡老人理发、剪指甲，和他们唠
嗑，过年了，给他们包饺子……

1990年，谢清洁退休后，毛遂自荐来
到北环桥居委会义务帮忙。街道上的事，
居民们的事，她都热心去做。天天忙碌的
节奏，比上班时还快……本想和妻子悠闲
安度晚年的黄佐炽，再次选择默默支持。

如今，小谢已成老谢，当年飒爽英姿
的空军调度长，也已白了头。可喜的是，
受谢清洁精神的影响，各种志愿者组织雨
后春笋般地在沧州涌现，做好事、当好
人，成为良好社会风尚……

岁月总会老去，阳光一般的共产党
员，精神永远年轻。黄佐炽、谢清洁正是
这样。

在任丘市机械厂小
区一栋普通楼房里，居
住着一对九旬高龄、党
龄相加达 148年的夫妻。
门 前 的 报 箱 上 ， 写 着

“杜范”二字。采访后得
知，这两个字分别是两
位老人的姓氏，彰显着
这对老人伉俪携手大半
个世纪的爱情，也透露
出他们那鲜为人知的经
历——战争年代，在机
要 译 电 员 的 特 殊 岗 位
上 ， 他 们 多 次 历 经 磨
难，屡建功勋。

杜，指的是丈夫杜
恩裕；范，指的是妻子
范学桂。记者一进门，
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已
经端坐在桌旁。桌上，
是 一 张 张 泛 黄 的 老 照
片。说起往事，两位老
人 的 眼 睛 立 即 明 亮 起
来。杜恩裕说：“看到报
纸上寻找党龄超过100年
的夫妻，我就想起和老
伴儿的经历来。”

杜恩裕是任丘市青
塔 乡 尚 书 村 人 ， 1945
年，16岁的他就参加了
冀中军区司令部机要训
练队，成为一名机要译
电员。他跟随部队参加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在 多 次 战 斗 中 屡 建 奇
功。残酷的战争锻造了
他 坚 定 的 共 产 主 义 信
仰。他冒着生命危险，
和 30多名战友伪装成司
令部，诱使敌人进入包
围圈，从而全歼敌军；

还曾在司令部陷入包围的情况下，掩埋战
友遗体，深夜保护首长突围而出。“我们用

‘汉阳造’打败了‘美国造’，换来了新中
国的诞生。这就是共产党的部队！我就是
九死也不悔！”老人激动地说。

杜恩裕南征北战，历经海、陆、空三
军。1950年，他被调到华东海军机要处工
作。1952年，他调往空军 20师。1953年他
又调往空军福州基地机要股工作。1955
年，他被授予大尉军衔。1958年，他被调
到空军修建四分部，来到云南。

1954年，杜恩裕在南京参加军委机要
干校学习时，经首长介绍，认识了山东姑
娘范学桂。1955年5月1日，二人走进了婚
姻的殿堂。1956年，范学桂转业到江苏省
轻工业厅。

范学桂是山东莱阳人，1946年在山东
省立胶东公学上学。这是共产党培养后备
干部的学校。1949年毕业后，19岁的范学
桂加入第三野战军机要大队，随军参加了
渡江战役。在舟山战役时，她任陈毅司令
部机要译电员。

1960年，范学桂带着4岁的女儿及襁褓
中的儿子来到昆明与丈夫相会。1962年，
夫妻俩转业到任丘工作。二老分别担任爱
卫办主任、计划局副局长等职，为任丘发
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杜恩裕 93岁，范学桂 91岁，都
已离休多年。两位老人衣着简朴，都有一
种岁月挡不住的革命气质。他们最珍爱
的，就是获得的各种奖章和不同年代的照
片。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拿出来摸一摸、
看一看。

“我的父母都属于事业型的，对生活要
求很低。转业到任丘后，他们的工作都特
别出色。父母一生保持着节俭的美德，妈
妈至今自己缝衣服，内衣还要自己洗。”儿
子杜江云介绍。

杜江云是一名摄影师，照顾父母之
余，也给两位老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影
像。“父母携手走过大半生，一生恪守党
性。照片上的他们，总是透出一种穿越岁
月的信仰之光。”

采访结束后一个小时采访结束后一个小时，，杜江云给记者杜江云给记者
传来了他刚刚拍摄的照片传来了他刚刚拍摄的照片。。上面上面，，两位老两位老
人互相给对方夹着饺子人互相给对方夹着饺子，，脸上是岁月积淀脸上是岁月积淀
后舒畅后舒畅、、幸福的笑容幸福的笑容。。

献礼建党百年献礼建党百年··特刊特刊 走进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 聆听他们初心不改的故事

致敬百年党龄夫妻
他们，有共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英雄；有携手投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国家或省市劳模；有几十

年扎根农村、在平凡的岗位上散发光和热的普通农民；
他们，虽然党龄不同、经历不同、岗位不同，但对党的忠诚却是一样的；都曾为国家建设流过血、流过汗、拼

过命、出过力，把最美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祖国；
他们，都退休不褪色，老而弥坚，乐于奉献，一颗红心，满腔赤诚；他们，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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