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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聋发聩的钢铁誓言  本报记者 麻雪

6月 27日，记者在金台区上马营

一小区中，见到了铁路系统离退休老干

部冯桂英（见右图）。年过八旬的她精神

矍铄，曾被西安铁路局等单位评为先进

离退休老干部。回忆起自己入党时的情

景，她说：“我23岁入党，当时正在大

学里留校工作，记得入党宣誓时，我内

心激动不已。工作的30多年里，我认真

履行着入党誓言。”

冯桂英出生于1942年，1965年毕

业于兰州铁道学院，是那个时期难得的

女大学生。在学校期间，因为在学习、劳

动等方面表现优异，1965年 5月，她成

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当时白天要学

习、劳动，所以，晚上才有时间写申请书。

在煤油灯下，我郑重写下申请，写的时

候，手有些发颤，但还是努力稳定情绪，

一笔一画仔细写。”冯桂英说，在预备期

的一年里，她当时一直保持积极的学习、

劳动态度，如期转正，当宣读入党誓言

时，每一句话都仿佛刻进了心里。1971

年，冯桂英来到了宝鸡，在原宝鸡电力机

务段工作。从一名铁路系统的技术员开

始干到高级工程师，她无论干什么工作

都兢兢业业。“当时，宝成铁路宝鸡到凤

州段，是我国唯一的一条电气化铁路，有

电力机车。我当时在试验站工作，电力机

车上的所有零配件需要通过试验才能

使用。因为知道工作的重要性、关键性，

所以，每个零配件都反复试验后，才能上

机车。”冯桂英回忆。

那时，冯桂英熟练掌握机车的各

种电机配件以及电力设备的试验项

目。工作期间，她所在的试验站多次被

评为先进集体，她自己也多次被评为

先进个人。此外，冯桂英还担任段里的

工会女工委委员，帮助女工们解决了

家庭、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冯桂英说：“记得有一年‘三八’妇

女节，段里给女工们放半天假。

我提议大家在放假期间，用两

个小时回收紫铜丝、金属块，

女工们积极响应，将回收的

十几公斤紫铜丝交到了材料

室。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在于，

让大家意识到不浪费、回收材

料的必要性。”

退休后至今，冯桂英还担

负起了单位的关工委工作，为

单位的年轻人以及青少年子弟服

务。“退而不休，继续发挥余热，是我

乐意做的事。”冯桂英笑着说。

 “作为一名警察，在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

多了一个身份，更觉重

任在肩、使命光荣。”6

月 28 日，曾获陕西

省优秀共产党员的

成亮（见左图）说。今

年建党节前夕，成亮

回想起六年前入党的

情景，心潮澎湃。

今年 38 岁的成亮

是扶风县天度镇人，现为

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三

级警长。“我的爷爷曾经参加

过地下游击队，我的父亲也当过

兵。我很小的时候，就听爷爷和爸爸

讲那些红色故事，深知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如今我们的幸福

生活。”成亮告诉记者，父亲退伍后，

仍在生活中保持军人本色，不仅对自

己严格要求，也时刻规范着成亮的行

为。同时，父亲热心助人，遇到啥难事

都有第一个冲上前的勇气，深刻影响

着成亮。在父辈的影响下，成亮暗下

决心，要做一名好警察。

2017 年 12 月，成亮正式入党，

在党旗下宣誓时，他内心激动不已，

眼前不断浮现自己工作中的画面。

成亮说 ：“选择了刑警职业，就等于

选择了危险，要随时准备流血牺牲。

作为一名刑警，就要发生大案冲在

前、危险时刻向前冲。”自参加公安

工作以来，成亮保持良好的政治本

色和警察品格，用满腔热血诠释着

对警察职业的无比热爱。在面对黑

恶势力和贩卖毒品的案件时，他毫

不退缩，一身正气，最终将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在遇到案件受害人生活

窘迫时，他又萌发恻隐之心，捐款捐

物，主动帮扶。成亮坚定地说：“我热

爱党和人民赋予的这份神圣职责，

为了人民安居乐业，人民警察是我

一生无悔的选择。”

工作之余，成亮还加入宝贝回家

寻亲网站，成为一名志愿者，和伙伴

们共同努力，先后帮助 50 余名被拐

卖、遗弃孩子找到了他们的父母和家

庭，并参与帮助 1000 余人找到失散

多年的亲人、朋友、同学或战友。在微

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90 多万粉

丝信任成亮发布的禁毒知识、防骗

指南，群众有疑难杂事也乐于向他请

教、求证，而他也毫不迟疑地亮出自

己的刑警身份，为不少在网络世界里

迷失的青年树立榜样，指引青年向善

向好。

采访最后，成亮说 ：“党员就是

一面旗帜，我会以无数同行为榜样，

恪守入党初心，永葆党员本色，用行

动擦亮警徽，用忠诚护卫人民。”

“大一时，我积极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是我大

学期间努力的目标之一。”6月 27 日，

宝鸡市优秀志愿者、宝鸡文理学院历

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大四学生刘金榕

（见右图），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入党

故事。

刘金榕的外公、妈妈都是党员，

看着外公和妈妈乐于助人、热心善良

的举动，刘金榕逐渐产生了想成为一

名党员的愿望。刘金榕说：“妈妈在

社区工作，经常奔波在社区帮助居

民解决各种困难。此外，妈妈喜欢做

义工，她在家乡参加了一支帮助留守

老人的志愿服务队。一有闲时间，妈

妈就带上我一起去当志愿者，给老人

做饭、洗衣服等。”在家庭氛围的熏染

下，刘金榕对志愿服务有一种特殊的

情感，认为带给别人快乐和帮助的同

时，自己也会收获快乐。

进入大学后，刘金榕加入了宝

鸡文理学院青铜器博物院大学生志

愿者服务队，这支队伍已有 20 余年

历史，主要是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为游客开展青铜器知识志愿讲解。

从了解青铜器知识，到背诵讲解稿，

从周末到青铜器博物院进行志愿讲

解，到培训新加入的学弟学妹，刘金

榕将这项志愿服务坚持了四年。刘

金榕说 ：“看到一些外地游客因为

我的讲解，对宝鸡青铜器知识和周

秦文化多了一分了解，我心底就有

一种获得感。我个人的口才和表达

能力也得到了锻炼，一举两得。”经

过多年的锤炼，刘金榕逐步成长为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十佳志愿者，并

担任宝鸡文理学院青铜器博物院大

学生志愿者服务队负责人，如今，

这支服务队有约 60 名大学生志愿

者。在十四运举办期间，刘金榕又积

极报名参加礼仪服务志愿者，获评

十四运优秀志愿者。   

大学四年时光里，刘金

榕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300

多个小时，于 20 岁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刘金榕说 ：

“其实，身边很多大学生都

在积极申请入党，大家也都

通过自己擅长、热爱的方式

去努力，争取能够成为一名

合格的共产党员。”如今，刘

金榕已考取西安交通大学社会

工作专业的研究生，谈及未来打

算，她说：“希望以后在社会工作、

在志愿服务方面，继续发挥青年党

员的力量。”

人文宝鸡
REN WEN BAO JI

用忠诚和行动擦亮警徽   本报记者 罗琴

在周原大地上，曾经有一

位革命烈士，在敌人牢狱的墙

壁上用手指甲刻下了“为了

求真理，哪怕活剥皮”的钢铁

誓言。他就是孙宪武（见左

图），1949 年 2 月被杀害，

时年 35 岁。如今，在扶风县

天度镇下寨村有孙宪武墓，

是扶风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及“红色教育基地”。

1914年，孙宪武出生于扶风

县下寨村，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8岁时高小毕业，在和同学

漫谈今后志向时，孙宪武说：“我

们是扶风人，当效班（班超）马（马

援），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好男儿

志在四方，我的志愿就是当兵打日

寇。”1932年，孙宪武报名参军入伍，

其间与几位地下共产党员朝夕相

处、互为了解，后经进步人士窦文德

介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

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48 年，孙宪武成立扶风游

击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

战斗，在分散突围时不幸被捕。在

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

定革命信念，宁死不屈，刻下铮铮

誓言。孙宪武的故事令人感叹不

已，他的信念之坚定，激励后辈！

6月 28 日，记者采访了扶风

县剧作家、第三届陕西戏剧奖剧本

奖获得者吕松柏。他创作的秦腔

大戏《孙宪武》几经修改后，已经定

稿，并且得到省、市戏剧专家的一

致好评。吕松柏是扶风县文化馆退

休干部，也是一名老党员，他感怀、

敬仰家乡的革命先烈，怀着传承信

仰的拳拳之心，在 70岁时创作了

这部秦腔大戏《孙宪武》的剧本。

谈起创作剧本《孙宪武》的经

历和感受，吕松柏说：“为了让人

物立体感更强，我收集了孙宪武烈

士生前的家庭、生活资料，多次走

访孙宪武的家乡天度镇下寨村，收

集的书、整理的笔记有两拃厚，对

先烈了解越多感慨越多。”经过3

个多月的材料收集，吕松柏进入创

作阶段时一气呵成，初稿用了半个

月时间写就，后经多次修改。“在写

作这部剧本时，我几度哽咽、流泪，

被先烈坚贞不屈的品质所感动，可

以说，在整个创作阶段，我是流着

泪写完的。”吕松柏感慨地说。

是啊，革命先烈的事迹就是

一座丰碑，激励着后辈，传承先烈

的精神！

初心力量融入铁路工作   本报记者 麻雪

志愿讲解传承青铜文化   本报记者 张琼

信仰力量
党员故事听

传
编者按 ：铿锵的誓言、朴素的入党故事、向

上的青年力量……建党节来临之际，我们采访

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行业、不同党龄的共产党

员，倾听他们讲述先烈的红色故事，以及老党

员坚定初心信仰、青年党员奋斗拼搏的故事，

感受代代传承的信仰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