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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积极弘扬奉献精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

改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

朴实纯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

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今年 95 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 2 营 6 连战士，在

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被西北

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 年，张富清退役

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献一生。60 多年

来，张富清刻意尘封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 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中，张富清的事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面前。

（来源：新华网 2019-05-24）



2

感悟张富清的突击与坚守

●不管是突击还是坚守，无不折射出张富清坚定的信仰、忠诚的品格、担

当的精神

突击，彰显的是使命担当；坚守，彰显的是初心本色。当这两个鲜明特征

在深藏功名 60 多年的老英雄张富清身上完美叠加时，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

就是“纯粹”。

张富清的一生，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断突击的一生。战争年代，他是

一名英勇无畏的突击队员，三场战斗炸掉敌人 4个碉堡。当国家需要抽调战斗

骨干抗美援朝时，他又义无反顾地报了名。

转业安置时，张富清选择了到大山深处的来凤县，选择了人生的第二个战

场。在来凤工作的 30 年时间里，张富清有 20 多年在农村度过。有时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他就要“转移一次阵地”。因为张富清能干，这个村子刚刚搞好，

组织上又把他派到另一个村去攻坚。究竟住过多少村，张富清已经记不清了，

只是记得那些年，自己像部队里的突击队员一样，哪里最困难就把他调到哪里

去，到处打攻坚战。

张富清自豪地说，从入党那一天起，自己时刻按照入党誓言去做，党交给

的任务从来不拖欠，国家的便宜一分都不占。这话说得多么朴实无华，既形象

地概括了他一生的突击，也生动地表达了他一生的坚守，更是他一生“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真实写照。

张富清转业到地方工作时，国家经济还很困难，几乎家家都为生计发愁。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他先后分管过县城的粮油供应、三胡区供销社和卯洞公社

船厂、桐油经销等，可以说每个岗位都是“肥缺”，稍微“灵活一点”，至少

全家人不会饿肚子。但在小儿子张健全的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饥饿。当时由

于生活困难，不少干部向单位借钱，但张富清从未向组织反映过任何困难，也

从未享受过任何困难补贴。就连自己的工资，他也没有认真查看过，“组织给

多少就要多少。钱少了不够花，就计划着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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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陷入困境时，他安慰妻子：“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慢慢

好起来，我们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当党和国家全面精简机构人员时，他第

一个砸了妻子的“铁饭碗”；当遇到招工的好机会，他却打发儿子下乡当知青；

做白内障手术，他和农民病友一样选择最便宜的方式……这就是张富清，即使

自己经受那么多磨难，依然铁心向党、忠贞不渝，毫无怨言！

张富清的一生，就是这样在突击与坚守中塑造了纯粹与高尚，成为一座令

人仰望的人格丰碑，成为一面烛照灵魂的人生镜子，成为一面引领激励我们奋

进的精神旗帜。

突击，他始终把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当作天大的事，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

面对牺牲，他说“为了党和人民，我打仗不怕死，每次攻坚战，都主动申请当

突击队员”；面对选择，他说“在部队我打仗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苦？党叫去

哪里就去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面对使命，他说“组织让我来就是为了解

决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否则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面对担当，他说“党

把我派到这里来，我一定尽到应尽的责任，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改变这里的

贫困面貌，给群众搞碗饭吃”；面对困难，他说“党员干部就应该敢啃‘硬骨

头’，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要干”……

坚守，他坚守的是信仰信念：“在明白了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的道理后，

我便坚定了听党的话、跟党走的信念”；他坚守的是初心本色：“共产党是为

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党，我一心只想着怎样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把群众的生活搞

上去”；他坚持的是党性原则：“对党忠诚，就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不能有

任何私心杂念，不能搞变通”；他坚守的是入党誓言：“从入党那一天起，我

就把自己交给了党，坚决按照入党宣誓去做”；他坚守的是纪律底线：“党交

给的任务从来不拖欠，国家的便宜一分都不占”；他坚守的是人品官德：“如

果整天想着自己的事，想着享受，那我这个共产党员就变了，就不是一个共产

党员了”……

不管是突击还是坚守，无不折射出张富清坚定的信仰、忠诚的品格、担当

的精神。

突击的动力、坚守的定力从哪里来？张富清始终把坚定的信仰信念放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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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谈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信仰”。有了信仰，他就不怕牺牲；有了信仰，

他随时做到党让干啥就干啥；有了信仰，他就不怕艰苦；有了信仰，他从来不

为私心杂念所累；有了信仰，奉献在他看来就在情理之中……信仰对于共产党

人来说，为什么那么重要？张富清用一生的突击与坚守为我们作出了响亮回答！

张富清几十年深藏功名，用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朴实纯粹、淡泊

名利的品格，立起了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一个革命军人应有的样子，一

个人民公仆应有的样子。这不就是我们新时代最需要的崇高精神吗？这不就是

强国强军征程上最需要的奋斗姿态吗？这不就是每个中华儿女应有的家国情怀

吗？

我们经常说要接受组织的考验，但有时候仅因为一点点不顺心、不如意，

就牢骚满腹，甚至撂挑子、耍脾气。与张富清这位老前辈比一比，我们不觉得

自己渺小吗？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奋斗？

（来源：《解放军报》 2019 年 6 月 11 日 第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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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岁老英雄张富清克己奉公永葆党员本色——

深藏战功 63 年

直到 2018 年底，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

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张富清老人才出示了尘封 63 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

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

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

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在祖国建设时期，他依然做到了党让去哪就去哪，哪

里最困难就去哪里，不讲条件、不计得失，体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每当清明前后，我都会想起那些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心里很不平静：

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新中国成立献出了宝贵生命……”4 月 2 日，

提起 70 多年前牺牲的老战友们，95 岁的张富清老人依然满眼泪水，声音哽咽：

“我的战功，和他们的贡献相比，差得很远；我现在人还在，生活等各方面都

比他们享受得多，还有什么理由向组织提要求？”

95 岁老英雄张富清老人在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却直到 2018 年底湖北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工作时，他

才出示了自己尘封 63 年的军功证明：一张立功登记表、一张报功书、几枚勋章。

其中清楚记录着：他曾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一次、军一等功一次、师二等功

一次、团一等功一次，并被授予军战斗英雄称号和师战斗英雄称号。

“我每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

“去年 12 月 3 日快下班的时候，张健全叔叔匆匆忙忙进来，拿出一个很旧

的红布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有几张类似奖状的泛黄纸页、一个红本子、三

枚奖章。我第一眼就被刻有‘人民功臣’字样的勋章吸引住了……”来凤县人

社局退役军人事务登记人员聂海波回想起当日情景，一切仍历历在目，“再看到

由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签发的‘报功书’，以及上面记录的战功，我整

个人就愣住了。我父亲曾是军人，我也算是个‘军迷’，但这样的勋章我从没见

过，有这样大战功的人，我也从没接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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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全是张富清老人的小儿子。老人听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要开展退役军人登记普查，这才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让儿子拿来

登记。

根据立功登记表、报功书记录和张富清老人的口述，人们才第一次知道：

这位看起来平凡朴素的老人，曾在沙场九死一生，立下不朽功勋。

1948 年 3 月，陕西省汉中市洋县 24 岁青年张富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由于作战勇猛，当年 8月，由连队集体推荐火线入党，成为预备党员。“那时候，

不分白天黑夜，几乎天天在打仗行军。”张富清回忆道：1948 年 6 月至 9 月，

老人参加壶梯山战役，攻下敌人碉堡一座、打死敌人两名、缴获机枪一挺，并

巩固阵地；在东马村消灭外围守敌，占领敌人一座碉堡，为后续部队打开缺口；

在临皋执行搜索任务，发现敌人后即刻占领外围制高点，压制敌人火力，完成

截击敌人任务。

1948 年 10 月的一天拂晓，张富清作为班长，和两名战友组成突击组，率

先攀上永丰城墙。他第一个跳下城墙，冲进敌群展开近身混战，端着冲锋枪朝

敌群猛扫，突然感到头顶仿佛被人重重捶了一下，后来又感觉血流到脸上，用

手一摸头顶，一块头皮翻了起来……击退外围敌人后，张富清冲到一座碉堡下，

刨出一个土坑，将捆在一起的 8颗手榴弹和一个炸药包码在一起，拉下手榴弹

的拉环，手榴弹和炸药包一起炸响，将碉堡炸毁。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天亮，

他炸毁了两座碉堡，缴获两挺机枪。永丰战役后，他荣获西北野战军军一等功。

每一次战斗，张富清总是担任“突击队员”。“那时候，解放军的 ‘突击队’

就是‘敢死队’，是冲入敌阵、消灭敌军火力点的先头部队，伤亡最大。我每次

都积极报名参加突击队，为什么？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在党需要的时候，越是

艰险，越要向前！为了党和人民，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比光荣！”慈祥的张富清

老人，说起自己坚定的信念，突然严肃无比，声音中气十足……

“哪里最困难，我就去哪里”

从陕西一直打到新疆喀什，直到解放全中国。1955 年，张富清作为连职干

部在武汉的中央军委航空速成中学完成两年文化学习后，面临复员转业。“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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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我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祖国。哪里最困难，我

就去哪里。” 张富清一打听，了解到湖北最艰苦的地方是恩施，恩施最偏远的

地方是来凤，他二话没说，便把工作地选在了来凤。妻子孙玉兰也跟着他到了

来凤，从此，二人几乎再没回过陕西老家。“那时不像现在，没有飞机、没有火

车、没有高速公路，只有盘山路，从武汉到恩施要走 5天，从恩施到来凤要走

两天。”孙玉兰回忆说。

从到来凤的那一天起，张富清就“封存”了所有战功记忆，一心一意干好

每件工作。他先后在县粮食局、三胡区、卯洞公社、外贸局、县建行工作，1985

年在县建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工作 30 年，他从没提过军功，也从没向组织

提过任何要求。”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克权感慨道。

张富清任卯洞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时，他的一儿一女都转去公社上学。孩子

的老师向致春当时经常去张富清家家访，他说：“张富清的孩子穿的比其他学生

都差，我在他家吃饭，发现他们吃的也很差，很少见到肉。”当时不少干部会向

集体借钱，对困难干部，组织上也会给几十元补贴，但后来向致春问过公社会

计，会计说，直到张富清离开卯洞，从没向集体借过一分钱，也从没享受过组

织对困难干部的补贴。

日子过得紧巴巴，但张富清干工作，照样保持着突击队员的作风。公社班

子成员分配工作片区，张富清抢先选了最偏远的高洞片区，那里不通路、不通

电，是全公社最困难的片区。在那里，张富清带领社员们投工投劳，一起放炮

眼、开山修路……

“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

直到今天，张富清和老伴，还带着残疾的大女儿住在上世纪 80 年代修建的

老旧两居室里，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但装修、家具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

狭窄的客厅里，有个柜式空调，是儿女们送给老人的，但两位老人舍不得用。

尽管儿女早已成年，工资收入也大有改善，但勤俭节约的习惯已经深入两位老

人的骨髓……

上世纪 60 年代，张富清任三胡区副区长，一人几十元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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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孙玉兰原本在三胡供销社上班；国家开展精简退职工作，张富清竟首先动

员妻子离职，减轻国家负担。“我不让你下岗，怎么好去做别人工作？”张富清

对妻子说。

1975 年，张富清的大儿子遇到一个到恩施市工作的机会，但身为公社革委

会副主任的张富清却让儿子放弃机会，下乡当知青。“我经常对儿女说，找工作、

找出路不能靠父亲，只能靠自己努力学习，要自强不息、自己奋斗。” 张富清

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如果我照顾亲属，群众对党怎么想？”在父

亲的言传身教下，张富清的三个儿女都很争气，通过高考和岗位的公开招考闯

出了自己的天地。

去年 11 月，中国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行长李甘霖得知张富清因白内障要做

手术，叮嘱老人和家属，“您是离休干部，医药费全报，还是用个好点的晶体，

效果好些。”到了医院，医生也向张富清推荐了 7000 元以上的几款晶体。没想

到老人自己向病友打听，了解到别人用的是 3000 多元的晶体，立刻“自作主张”，

选择了 3000 多元的晶体。“拿到报销单时，我吃了一惊，问老人家是怎么回事。

老人说：‘我 90 多岁了，不能为国家做什么贡献了，能为国家节约一点就节约

一点吧！’” 李甘霖感动地说。

■短评

71 年党龄，见证“绝对忠诚”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一位党龄 71 年的老战士、老党员，向我们诠

释了什么是对党“绝对忠诚”。

在张富清老人眼里，在战场上，共产党员应做到“党指到哪儿，就打到哪

儿”，敢于冲锋在前、敢于牺牲生命，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在祖国建设时

期，共产党员应做到“党让我去哪就去哪，哪里最艰苦就去哪儿”，不讲条件、

不计得失，那才是对党“绝对忠诚”。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为，做这些，只是

共产党员的本分，根本不值得夸耀和“显摆”。军功章，他压进了箱底，就连对

至亲好友都不曾提及；干工作，遇到困难和委屈，想想牺牲的老战友，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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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释然了。

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的风风雨雨，张富清老人的岗位、身份也一再改变；唯

一不变的，是他对党的“绝对忠诚”。从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不改初

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什么是“克己奉公”，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

本色。

70 年前,理想信念之火熊熊燃烧的共产党人，克服了千难万险，取得了一

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缔造了新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需要共

产党人以同样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同样不畏任何艰险的豪情，去夺取新的伟大

胜利！

（来源：《人民日报》 2019 年 04 月 09 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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