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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 9月 23
日电 “ ‘ 对 战 斗 胜 利 负
责、对战友安全负责、对国
家财产负责’是夏北浩‘三
负责’精神。”在空军党委
授予夏北浩“机械师尖兵”
荣誉称号 55 周年之际，夏
北浩的遗孀许执限老人在夏
北浩生前所在部队北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寻找新时
代的夏北浩”活动现场，通
过视频和全旅官兵对话，
“‘三负责’精神的实质，
就是对党忠诚听党话，党和
人民让干什么，就一定要负
责到底，做到最好”。

夏北浩，1938出生于广
东新会。他的奶奶、父亲和
两个姐姐先后被饿死，哥哥
为逃“壮丁”不得不远走他
乡，年幼的夏北浩跟着母亲
下地耕田谋生。1949年，随
着家乡解放，夏北浩家里也
终于分了田地，一家人终于
不再为生计发愁。正是这段
经历，让夏北浩对党、对新
中国充满了感情，立志为党
和人民做点事。

1957年，夏北浩如愿以
偿参军入伍，分配到空军航
空学校学习机务。从只有初

中文化、普通话都听不懂的
少年，成长为门门功课5分
的优秀毕业学员。1959 年，
夏北浩分配到空军原航空兵
某师任机械员。当战士期
间，他先后荣立三等功 3
次、二等功1次。

1962年，夏北浩任职机
械师。在担任机械师期间，
夏北浩针对当时飞行事故频
发的情况，认真学习《飞机
统一检查条例》。当时，部
队有一架飞机经常发生故
障，夏北浩主动申请当这架
飞机的机械师，按照规程严
格对飞机进行检查，最终使
这架飞机成了样板机，并在
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自己的
检查维护方法。

1963年，夏北浩所在师
组织机组办学，从全师抽调
机务尖子一起学习研究。夏
北浩抓住机会向战友们请教
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检查
方法。1964年，汇集群众智
慧的“夏北浩检查法”正式
诞生，并先后在原沈阳军区
空军和全空军推广，极大提升
了航空机务维护质量。夏北浩
的“三负责”精神，成了机务
战线上一面不倒的旗帜。

1964年，夏北浩被空军
党委授予“机械师尖兵”荣
誉称号，先后当选为中国共
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

多年来，一代代航空机
务人始终学习“夏北浩检查
法 ”， 传 承 夏 北 浩 精 神 。
2003年，在夏北浩精神发源
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
旅机务三中队官兵在“夏北
浩检查法”的基础上总结出

“新夏北浩检查法”，再次在
全空军推开。

机务战线的模范标兵夏北浩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24
日电 在黑龙江省鹤岗市的
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间伫立
着一块墓碑，一位甘当“人
体盾牌”、用生命诠释人民
警察职责与担当的革命烈士
在这里安息。他，就是田秀
全。

田秀全 1942 年出生于
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1961
年参军入伍。在部队时积极
进步，3 次受到嘉奖、6 次
被评为“五好战士”。1968
年田秀全转业参加公安工
作，历任黑龙江省鹤岗市公
安局刑警队民警，新一派出
所民警、所长，东升派出所
政治指导员。

走上公安岗位后，田秀
全一心扑在工作上，19年里
只因父亲病危请过一次假。
群众遇到困难时，他总是第
一时间热情相助，常说：

“人民警察就要冲锋在前。”
田秀全始终保持部队的

光荣传统，在担任派出所政
治指导员期间工作勤奋，善
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一名新
分配来的年轻同志因高考落
榜情绪低沉，田秀全多次找
他谈心，终于使他放下包袱

积极工作，一年内破获刑事
案件 7 起，受到分局表彰。
他还注重狠抓民警的遵纪守
法教育，认真纠正和防止违
纪苗头，派出所警风警纪不
断好转。

田秀全从不以权谋私、
办人情案。工作多年来，他
拒收钱物数不胜数。

时间回到1988年3月18
日，田秀全来到派出所楼上
的东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了解一起案件。13 时
40分许，有工作人员气喘吁
吁跑来说：“闹事的人拿着
炸药包上来了，要行凶报复
办案民警！”田秀全闻讯立
即往楼下跑，在一楼楼梯口
处将一手抱炸药包、一手持
引爆器的暴徒拦住。

田秀全知道，一旦引爆
炸药包，不仅周围的职工要
伤亡，而且办公楼也可能倒
塌。

情况危急、一触即发，
田秀全边说边在前面向外引
暴徒。当他们走出办公楼二
道门时，田秀全与暴徒展开
了搏斗，奋力夺下炸药，但
暴徒这时启动了引爆器。

一声巨响，田秀全左臂
被炸断，胸部血肉模糊，当
场壮烈牺牲，暴徒也即刻死
亡。气浪将门外的人推出几
米远，楼门被炸飞。其他职
工和群众的生命保住了，整
个办公楼保住了。

田秀全以个人的牺牲换
来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的安全，书写了一名人民
警察对党、对人民、对事业
的忠诚。1988 年 4 月 6 日，
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
范，4月12日被黑龙江省人
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田秀全：奋不顾身夺炸药

据新华社成都 9月 25
日电 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
县，有座广场因一名 14 岁
少年的名字而得名。赖宁，
这是在当地家喻户晓的救火
少年的名字。31年过去了，
这里的人们一直保留着对他
的深切怀念。

赖宁 1973 年出生于四
川雅安市石棉县，从小就充
满着一股子山里孩子那种冒
险劲，山上的石头、野花、
小动物，都是他探索未知世
界的对象。在他的背包里，
永远都会放进一把榔头，遇
到奇异的石头，就会敲敲打
打。他曾说：“将来要做像
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

上学后，赖宁和几个玩
伴组成了“金龙探险队”，
经常去山上探险寻宝，赖宁
就是他们的“头儿”。赖宁
儿时的伙伴李林洲说：“赖
宁课余涉猎的书籍非常广
泛，地质、生物、无线电、
化学等都在看。所以山上很
多石头，他都认识，还带回
来给同学看。”由于石棉是
火险区，每当发生山火，
他们“金龙探险队”的队
员都会主动上山去帮助大

人灭火。
1988年3月13日，是石

棉人不会忘记的日子。当天
下午3时左右，山上突然起
火，县城周边的森林、卫星
接收站和油库都面临巨大危
险。赖宁得知火情后，为了
不让母亲担心，就和生病在
家的妈妈说了声：“我下楼
走一走。”一下楼，赖宁就
飞快地直奔火场，伙伴们也
随后赶到。大家在现场找了
一些松枝灭火，但火势非常
凶猛，赖宁和他的伙伴们只
能一次次地冲向火海。

在众人的努力下，火被
扑灭了，但当人们第二天上
午发现赖宁时，赖宁的右臂
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头靠
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
撑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
登的姿势。赖宁为保护国家
财产勇敢救火英勇牺牲的事
迹被广泛传扬。1988 年 5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赖
宁为革命烈士；1989 年 5
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
委员会授予赖宁“英雄少
年”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
国各族少先队员向赖宁学
习。

水火无情，面对危险，
内心都会有恐惧。人们呼唤
英雄，是因为希望在危机时
刻，能有人挺身而出，保护
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每逢节假日，来石棉县
赖宁纪念馆瞻仰的人们络绎
不绝。馆内陈列着赖宁的照
片，照片中赖宁的脸孔虽带
着稚气，但神情坚毅，让人
肃然起敬。“赖宁身上有一
种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高
尚品德，这种品德永不过
时。”有参观者说。

少年英雄赖宁

据新华社厦门9月26日
电 庄希泉 1888 年生于福建
省厦门市，祖籍为泉州市安
溪县龙门镇。他1911年在海
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
盟会，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
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
盟。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
批准，他以95岁的高龄加入
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正式
党员。庄希泉是中国著名爱
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侨
务工作领导人之一。

庄希泉早年参加同盟
会，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
三下南洋筹款，后在新加
坡 经 营 实 业 、 兴 办 教 育 ，
曾奔走于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香港和中国大陆之
间，从事反蒋、抗日等革
命进步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
发，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
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
的身份，组织成立“厦门国
民 外 交 后 援 会 ”， 发 动 罢
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
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
本驻厦门领事馆借口其父曾
在台北设有商号，称其为日

本“属民”，将其非法关押
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地下
监狱，后被押送到台湾囚禁
了9个多月。

经闽台各界多方营救获
释后，庄希泉设法返回大陆
继续参加大革命。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
后，庄希泉在香港主持闽台
抗日救亡同志会。1938年他
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
会，救济难民，创办建光学
校、立华女中，并协助台湾
革命同盟出版 《战时日本》
杂志。1942年他在中共中央
南方局的安排下从香港转到
广西桂林。同年中共南方工
委、广西省工委遭破坏，庄
希泉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党
员坚持斗争。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
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
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
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并任
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
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
海外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
命为中侨委副主任，与何香
凝、陈嘉庚、廖承志等一道
开创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新
局面。

1956年，庄希泉协助陈
嘉庚参与筹备成立全国侨
联，当选为副主席。陈嘉庚
病逝后，他担任第一届全国
侨联代主席。改革开放后，
他以九旬高龄出任第二届全
国侨联主席，第五、六届全
国政协副主席，为侨界的拨
乱反正，侨乡的两个文明建
设以及侨联组织的健全和发
展倾尽心血。

1988年，他因病在京逝
世。

爱国侨领庄希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