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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

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

山还要重的。”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

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

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

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

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

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

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

在一起。

张思德的一生，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一

生。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

神贯穿历史，走进伟大的新

时代，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中。

为了人民，勇于牺牲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

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

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一

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

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 1933

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

年 12 月，张思德参加红军，

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 年，

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

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

于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

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

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

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

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

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

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在长征途中，张思德挺

身而出。饥肠辘辘的战友在

草地里发现了“水萝卜”，他

抢过叶子以身试毒，不幸中

毒昏迷，经抢救苏醒后便说：

“这种‘水萝卜’有毒，千万不

要吃，快告诉大家。”

1942 年春，他在杨家岭

大礼堂工地参加劳动。上大

梁时支架突然断裂，他只身

一人上前顶住，挽救了梁下

施工的工人和战友，自己却

受了伤。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

“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

包围和经济封锁，张思德以

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

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

带领战友进山烧炭。他白天

挖窑伐树，晚上守在窑口查

看火候，昼夜劳作，不知疲倦。

像张思德一样的中国共

产党人不怕苦、不怕死，为了

中华民族独立、中国人民解

放，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精神，

历经千难万险，建立了人民

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为了人民，艰苦奋斗
平日里，张思德处处先

人后己、时时无私奉献，始终

关心同志、爱护战友。

生活简朴的张思德有一

只搪瓷碗，伴随他三过雪山

草地，碗壁上坑坑洼洼，搪瓷

几乎掉光了。部队发了新碗，

他直接把新碗送给别人，自

己依然用旧碗。

1941 年冬，张思德和战

友在执行任务途中，发现一

辆车陷入冰河。他当即脱下

鞋袜，跳入刺骨的冰河中又

是破冰，又是推车。

几十年来，张思德精神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进。

官兵们说：“张思德让我们

明白什么是兵，什么是为人

民服务。”

自 2018 年起，张思德生

前所在部队、武警北京总队

某部每年都会评选一次“张

思德式好官兵”。

“站在张思德雕塑旁，踏

着老班长的足印前进，我感

觉我有着用不完的力气。”某

部干事韩野在被评为2021年

“张思德式好官兵”时说道。

精神如炬，坚定远行。为

了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正向

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勠力

前行。

为了人民，甘于奉献
张思德常用浓重的四川

口音说：“事情总是人办的！”

踏实肯干的奉献精神伴随他

一生。只要对革命有益，对人

民有利，他都争当先锋。

一次部队合并整编，张

思德被调到中央警卫团，由

班长变成了战士。他主动发

言，“当班长是革命的需要，

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班

长和战士的职责不同，但为

党工作是一样的。”在他的带

动下，“老班长”们纷纷放下

思想包袱，踏实履职。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思德仍在无私奉献。

那是 1944 年 9 月 5 日，

天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友们

照常进山赶挖新窑。突然，炭

窑坍塌，张思德没有丝毫犹

豫，把战友推出炭窑。他，把

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把死

亡留给了自己。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

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

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今天，一批批来到延安市张

思德广场上的年轻人，都会

面对高达 6 米的张思德雕

像，高声诵读。这是中国共产

党人向中国人民作出的庄严

而神圣的承诺。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

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

山重安排……”

20世纪 60 年代，河南省

林县（今林州市）人民在县委

领导下，历时十年，绝壁穿石，

挖渠千里，将“自力更生、艰苦

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

精神之旗插在太行山巅。

红旗渠在太行山上蜿蜒

流淌至今，它是滋润百姓的

“生命渠”，是催人奋进的“幸

福渠”，更是永不断流的“精

神渠”。

“生命渠”滋润心田
晋、冀、豫三省交界的林

州，山多水少，缺水是千百年

来最深、最痛的记忆。在县志

上，“大旱、连旱、凶旱、亢旱”

等字眼频现。

缺水久矣，盼水心切。尽

管人们曾经努力，但缺水历

史并没有终结，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还有人因打翻水桶

而自责上吊。31 岁的县委书

记杨贵站了出来，多方考察

后，县委决定从山西平顺县

引浊漳河水入林县。

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

策。杨贵不仅面临工程技术

上的考验，还面临政治前途

上的风险。

“我们可以坐着等老天

爷的恩赐，这样我们的乌纱

帽肯定保住了，却战胜不了

灾害，遭殃的是人民群众。”

掷地有声的话语，体现了一

个共产党人的担当。

为民修渠，赢得百姓的

支持与拥护。县委征求意见

时，林县百姓说：“国家没钱，

我们自带干粮也要修成，这

是祖祖辈辈的大事。”

“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

荒草当绒毡。高山为我放岗

哨，漳河流水催我眠！”红旗

漫卷太行，人人斗志昂扬。上

无寸物可攀，下无片地可立，

人们腰系缆绳，飞荡峡谷开

山炸石；物资短缺，农民自带

工具干粮，自制炸药石灰。

宁愿苦干、绝不苦熬。

10 万建设大军苦干 10 年，

硬是用双手“抠”出一道长

1500 公里、被世人称之为

“人工天河”的生命长渠。吃

水问题得以解决，数十万亩

耕地得到灌溉，一泓清水流

进百姓的心田。

“幸福渠”催人奋进
林州人骨子里是不甘落

后的，红旗渠让他们的脊梁

挺得更直。

当 年 修 渠，有 一 首 为

小推车所作的歌：“山里人

生性犟，后面来的要往前面

放。”意思是大家一起推车，

歇脚时，走在后面的人一定

要把车放到前面才停下来。

修渠 10 年，一种逆流而

上啃下硬骨头的劲头，融入

了人们的血脉。

张益智出生第二年，红

旗渠全面建成。那是 1969 年

7 月，刚结束十年奋战的人

们豪气干云。耳濡目染下，

他继承了太行山石般的坚硬

个性。

由于家贫，张益智 16 岁

就外出打工。他吃苦耐劳，勤

学好问，19 岁时成了瓦工班

长；21 岁，当上管理工人的

工长；26 岁，他成立建筑公

司独当一面。2012 年，张益

智接手家乡几乎废弃的万泉

湖景区，开始新的奋斗。张益

智的经历是千千万万林州人

的缩影——

上世纪 60 年代“战太

行”，人们用双手挖出千里生

命渠；

上世纪 80 年代“出太

行”，10 万大军在全国打响

建筑金字招牌；

上世纪 90 年代“富太

行”，带着赚回的第一桶金，

林州人回家建厂开工，富裕

家乡；

新世纪里“美太行”，林

州转变发展思路，走向低碳

环保经济。

今天，林州打赢脱贫攻

坚的硬仗，实现全面小康的

梦想，走上了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新征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如今，林州百姓已不再为

饮水而担忧，中国人民已不

再为温饱而发愁，但默默流

淌在太行山上的“幸福渠”，

将一直见证中华儿女团结奋

斗、追求幸福的努力。

“精神渠”永不断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很多

到过红旗渠的人说，最难忘

的是水中闪闪发亮的精神。

曾经，修渠人把生命与水

渠融为一体；如今，每个人用

自己的拼搏抒写新的故事。

2013 年，55 岁的王生

有面临一个选择。担任盘龙

山村党支部书记 20 多年的

大哥王自有，在为村里修路

奔波的途中突发心梗病逝，

村里的“天”塌了。王生有常

年在外做生意，因车祸失去

一条手臂。乡亲们想让事业

有成的他回村接任村支书。

回，还是不回？作为党

员的王生有，扛起了全村人

的期盼。经过多方奔走和努

力，他带领乡亲们将坑洼不

平的土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

路，并继续绿化荒山，种植花

椒、核桃、中药材，不仅使特

色产业更红火，也为发展旅

游打下基础。

时光荏苒。从空中俯瞰，

盘龙山村蜿蜒的山路如一条

长龙，与远山间缓缓流淌的

红旗渠遥相呼应。这是跨越

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也是

共产党员的初心见证。

一切为民者，民则向

往之。

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

来说，红旗渠，既是历史的答

案，也是时代的航标。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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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党员干部在陕西省延安市张思德广场进行现场教学活动（3 月 29 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和战友一起烧炭的张思德（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红旗渠纪念馆拍摄展出的红旗渠通水庆典照片（2019 年 7 月 4 日摄）。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游客在河南林州红旗渠分水闸参观（2019 年 7 月 4 日摄 ，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