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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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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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沈阳5月29日电

孟泰：劳模精神永放光芒

时传祥，1915年9月出生在山东
省齐河县赵官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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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济南5月29日电

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

1965年8月6日凌晨，在著名的
“八六”海战中，我海军611号护卫
艇轮机兵麦贤得因头部被弹片击中
而昏迷，伤处流出的脑脊液和血糊
住了他的眼睛。渐渐苏醒后，麦贤
得忍着巨大的疼痛仍坚持作战，凭
着练就的一身“夜老虎”技能，排
除了轮机停机故障，使舰艇迅速投
入战斗。凯旋后，麦贤得被国防部
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611艇
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荣誉称
号。

“50多年来，老麦始终像战士一
样，保持着钢铁般的顽强意志和坚定
信念。”和麦贤得一同参战立功的战
友彭德才说。

头部战伤给麦贤得造成了极大的
痛苦，经历了四次大手术后，残缺的
头盖骨被植入两块有机玻璃替代，一
直到今天。严重的后遗症也始终伴随
着他：外伤性癫痫、右手无力、偏
瘫、行走受限、失忆、语言障碍……

“从我认识老麦开始到现在，他
每天要服用六七种药，最多时甚至有
十多种。”与麦贤得相携近半个世纪
的老伴李玉枝说。

“我的生日是‘8月6日’！”麦贤
得一字一句地告诉记者。

“虽然语言存在沟通障碍、失去
了很多记忆，但老麦始终没有忘记，
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党和人民给的，
如果没有各级的奋力抢救，就没有自

己的今天！”李玉枝说，回报祖国、
回报人民、回报社会，这是老麦最大
的心愿。

有一次，强台风在部队驻地登
陆，狂风裹挟暴雨冲击着整个城
市。“人们都躲在家里，而刚从外
地开会回来的老麦却找不到人影
了。”李玉枝回忆，漫天的狂风暴
雨，身体并不利索的麦贤得能到哪
里去？

冒着风雨四处寻找了很久，全家
人最后都只能失望地回到家里。这
时，儿子麦海彬打开电视，想通过直
播了解抗灾情况，突然发现记者的镜
头里出现了父亲——上身只穿着一件
背心的麦贤得，满身泥水地在海滨长
堤上参加抢险救灾……

头缠绷带、身穿海魂衫、坚守在
轮机旁继续战斗……连环画《钢铁战
士麦贤得》中麦贤得的形象，是许
多人脑海里难以磨灭的印记。“老麦
退休后，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把革命传统一代代传承下去。”
李玉枝说，老麦经常参加军地各种
公益活动，深入部队、学校、机
关、企业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
现在还兼任广州、汕头几个学校的
校外辅导员。”

“我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小小
螺丝钉。”“八一勋章”获得者、“人
民英雄”麦贤得倍感自豪。

据新华社广州5月30日电

麦贤得：“我的生日是‘8月6日’”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
草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
里曾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国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
弹、第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
为中国原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
景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
置到全国27个省份的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离退
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解
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
己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
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
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
集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
量》……歌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
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
己，“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
甜。”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
心，中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
修缮，美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
党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一
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
五建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
里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洛
宾在这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
地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4个
月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
二二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
面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
热水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
种一些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团
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子
亮了起来——

1959 年，只有 18 岁的他进厂工
作，一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
进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
时就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
狼叫。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
子、帽子上都是冰霜。”

今年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制
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事
什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

了，和我一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
20个。”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
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
药冲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
个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
要造出“争气弹”。

李富学 1959 年到厂，主要从事
“微秒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
要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
品，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
旧洪亮。

为了造出合格的电雷管，研究人员
从试制到定型，两年多时间里做了5万
多次试验。

1962年，新型微秒级电雷管诞生
了，试爆成功的原子弹、氢弹，都使用
上了这种电雷管！如今说起来，88岁的
老人家仍充满骄傲。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功！

2015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
核工业创建6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60
年来，几代核工业人艰苦创业、开拓创
新，推动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国家安
全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化剑为犁，永远为了和平

拂去岁月的尘埃，二二一的名字闪
耀着不朽的光辉。二二一厂的建设者们
为我国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战争的阴影
淡去，和平与发展渐成时代主题。1987
年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作出撤销二
二一厂的决定。

眼含热泪、心怀不舍，但人们没有
任何怨言，一方面继续攻关、保质保量
完成研制和生产任务；另一方面遵照国
际通用核设施退役处理标准、本着对子
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设施设备进
行永久性无害化处理。

1993年6月，退役治理工作全面完
成，厂区设施达到不加任何限制可对外
永久性开放的标准。

1995年5月，新华社发布消息，向
世界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
全面退役。

撤厂时，二二一厂有职工近万人，
其中离退休人员4924人，加上家属子
女等总人口约3万人。在职职工被安置
到各地企业单位，中核总组建了核工业
二二一离退休人员管理局专门负责离退
休人员的服务管理。

按照“适当集中、合理分散”的原
则，刘兆民等600多人被安置到西宁市

的二二一家属院颐养天年。
700多名离退休职工在合肥安家，

一些人去了山东淄博，还有一些离退休
工人和技术干部从青海撤回原籍，上海
市上钢社区就集中居住了80多位。

回首隐秘而光辉的岁月，这些老人
激情满怀：“如果现在需要，我还能干。”

住在“两弹村”的陶瑞滨已经89岁
了，他最难忘的是1964年原子弹试验
前夕的“护弹”经历。

当时刚刚进厂的陶瑞滨被安排承担
中子源的护送工作。在距离装备试爆塔
最后一公里时，天黑了。

“在戈壁滩行走，就怕摔，另两名
同志一左一右和我手挽手像架着犯人一
样，三人边喊口令边走，我手里紧紧拿
着乒乓球大小的中子源。”曾经的惊心
动魄，陶瑞滨像讲故事一样轻轻诉说。

“我是 1964 年进厂，经历了原子
弹、氢弹试验和东风三号试验。”同住

“两弹村”的许震贵回忆，被调往青海
工作时，爱人相随，却不得不留下父母
和子女。由于保密要求，工作上不禀父
母，下不告子女。

把国家放在首位，把保密纪律刻进
心里。

如今，原子城更名为西海镇。这个
曾经的神秘禁区，现成为一座高原生态
旅游新城。金银滩草原再现碧野千里、
牛羊成群，成了当地最好的牧场。

西海镇门源路2号。“中国第一个核
武器研制基地”纪念碑静静矗立，展示
着中国科学家自主创新的精神、保卫和
平的决心和功绩。

碑顶雕刻着四只和平鸽，向世界宣
告科学家们奋斗一生的意义：保卫和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这就是当时二二一厂工人和技术
干部穿的防护服。”许震贵指着展馆里
一件自己曾身着过的展品对观众说。

这个特殊的展馆名为“两弹一星”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由80余位二二一厂
离退休人员与上钢社区共同创建。

老同志们自发捐赠珍藏多年的历史
照片、证书、纪念章等，自费到青海基
地征集史料，义务做接待和讲解工作。

“政府很支持我们宣讲‘两弹一
星’精神。”81岁的陈福良说，创建之
初，展馆只有20多平方米，设施简陋。
在浦东新区的支持下搬迁改造，现已扩
建成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参观者
已超16万人次。

“这两年我们养老金逐年上调，由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支付。这是
党中央对老同志莫大的关心关怀。”陈
福良说。

前些年情况有些不同。一些二二一
厂的离退休人员待遇增速赶不上经济社
会发展的脚步，有的人家里主要依赖老

同志的养老金，生活陷入困顿。30多年
前分的楼房，设施已经老旧，有的老同
志生活受到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二二一厂的老
同志，关心他们晚年生活得好不好。总
书记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关心解决好二
二一厂离退休人员的生活，大力宣传二
二一厂所作的贡献。

了解老同志所思所盼，用心用情全
力解决问题。

中核集团核工业二二一离退休人员
管理局局长戈晓海介绍，为让老同志安
享晚年，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
门的统一部署，组织退休人员参加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统筹，享受养老金正
常增长机制；离休人员按国家关于离休费
和津补贴标准的调整政策及时发放到位。

当年二二一厂很多是单职工，老同
志过世后，遗属生活比较困难。这两年
中核集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兑现
遗属生活补助费标准提高政策，并组织
家属遗属参加地方医保和大病保险等，
减轻生活压力。

这几天，戈晓海正忙着对房屋修缮
工程进行验收总结。

中核集团对西宁、合肥、淄博等集
中安置点的1555套房屋修缮和“三供
一业”项目改造已全部完工，老同志获得
感、幸福感得到极大提升。对其他地方分
散安置的，精心组织，采取自行维修加补
助的方式，房屋维修工作也即将完成。

夏日里，西宁的二二一小区绿意浓
浓，记者来到刘兆民家里。

楼房外面新贴了保温层，原来走风
漏气的钢铁窗户，换成了保温效果更好
的铝塑窗，看上去干净明亮。

“西宁冬天很冷，这两年房子维修
后比原来暖和多了。”刘兆民说。

今年4月，“中国原子城纪念园缅怀
厅”修建完成，以纪念和缅怀曾经在二
二一厂工作过的老一辈核工业人。

“这是一种纪念，更是对‘两弹一
星’精神的传承。”董殿举说。

2019年12月16日，人民大会堂金
色大厅，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参加全国离
退休干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
的代表。陈福良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了
发言。

陈福良说，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我们
“珍惜光荣历史、永葆政治本色”，我们
将始终坚持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
党，用自己的方式弘扬“两弹一星”
精神。

最近，“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火”了。6月2日记者采访时，
预约的团队观众已排至6月24日。

“遇到忙时，我们都是两口子轮番
上阵，很多家属都参与讲解工作。”陈
福良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说到端午节由来，人们就会想到屈原。他的
气节品格得到百姓尊崇，激励着后人。

中华民族有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有的为了
团聚，有的铭记别离，有的孕育新生，有的伤感
年华。端午节则是纪念一种抉择，一种为了道义
敢于牺牲的抉择。

从“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到
“唯有烈士心，不随水俱逝”，为了大我选择牺牲
小我，为了国家选择牺牲自己，千百年来，这种
人生抉择被人称道。在扭转民族命运的硝烟战
场，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前沿阵地，在与疫魔争
夺每一位病人的红区病房，都镌刻着这种牺牲精
神。

在建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的日子里，我们
更要铭记这种牺牲奉献精神。百年牺牲苦，
沧桑举世知。中国能够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跨越，靠的是奋斗，靠的也是精气
神。

过端午不仅可以品美食、聚亲朋，还可以传
承一份精神、抒发一种情怀、激越一腔壮志。对个人而
言，端午节是休息，也是提醒，提醒自己这个节日蕴
藏着一种天地
英雄气。
新华社北京
6月14日电

品一品端午里的英雄气

诵读红色经典、举行端午诗会、
举办文艺演出、体验民俗文化……在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
各地以端午节为契机，深入开展“永
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连日来，
广大群众在活动中弘扬端午文化、厚
植爱党情怀。

6月12日上午，江西省萍乡市安
源区青山镇源头村文化广场上，“寻找
村宝、唱响村歌、齐秀村艺”端午民
俗文化艺术节火热开展，糖画、盆
栽、捏面人、书法、国画、古酒酿
制……各种手艺人端午齐聚，给群众
带来了一场民俗文化盛宴。“中国共产

党这一名称最早提出者是谁？”“我知
道，是蔡和森。”活动现场设置的党史知
识长廊成为最受群众欢迎的地方之一。

两条“龙舟”模型摆放在道路两
端，1000多幅儿童书画、手工香袋、
粽子模型陈列在道路两边……在江苏
省兴化市戴南中心小学，“永远跟党走

‘我们的节日·端午’”主题活动在这
里举办，这条由学生们参与制作的

“端午文化长廊”，成为校园内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6月11日，天津市西青区文化中
心剧场，“‘永远跟党走’——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诵读会”拉开

帷幕。古风诗歌《春望》以充沛的情
感激发起观众的爱国情，《丰碑》《长
征组歌》用长征故事讲述了红军战士
不朽的英雄事迹。

在屈原故里湖北宜昌秭归县，来
自海峡两岸的嘉宾、屈氏后裔和当地
民众，也为了共同的节日聚到了一
起。11日上午，庄重、古朴的开场乐
舞《英魂流芳》拉开了屈原故里端午
文化节的序幕。号角长鸣，鼓乐阵
阵。大家一同献上兰草，祭奠屈原。

在青藏高原上的日喀则，6月10
日，“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之我们的节
日”在德勒社区开展。社区居民聚在

一起，德勒社区党委书记为大家讲述
党史故事。居民们手持党旗、拿起手
机，拍起了“我想对党说 与党旗合
影”短视频，一同感受着节日的快乐。

6月11日，贵阳市修文县中国阳
明文化园，贵阳市2021年“我们的节
日·端午”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这里
开展。来自修文县第二实验小学的孩
子们手持盘子跳起了《光盘谣》，倡导
大家践行光盘行动。

我们的节日里，有粽香，有党
恩，有家国，有教益……吃一口香甜
粽子，道一声端午安康。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弘扬端午文化 厚植爱党情怀 ——各地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主题文化活动

6月14日，海河龙舟赛在天津大光明桥至保定桥区间水域举行。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德国、法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国家驻津企业代表队和国内高校及市民、企业组织代表队，共34支龙舟队参赛。参赛龙舟队员
在完成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