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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郎秋红、李双溪

近两个月前的一个深夜，一位 92 岁的老人从半昏
迷中醒来，断断续续地叮嘱家人，“告诉我的学生，要不
忘初心……”

十几天后，老人溘然长逝，这句话成为他留在世上
最后一句完整的遗言。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学生们含泪说。
这位老人就是我党红色理论家、东北师范大学荣

誉教授郑德荣。

“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2 年，年轻的郑德荣刚刚从事党史研究时，是
出于对同样年轻的一个政党如何成为执政党的兴趣。
研究得越深入，他越觉得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学问，是一
种真理。

20世纪 80 年代，郑德荣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党史
研究室工作两年，接触到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读到在
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员用生命保存的档案，让他对自己
的信仰更加坚定。

“那个时候国家有 6 个大的档案馆，他走了 4 个。
很多档案只能看，不能复印，他就手抄下来。有的不允
许抄，他就记在脑子里。”郑德荣的二儿子郑晓光说。直
到今天，东北师大政法学院的资料室里，还保存着十几
盒已经发黄的党史资料，其中很多是郑德荣当年一笔
一画抄写下来的。

“老师对马克思主义是真学、真懂、真信，因此，不
允许有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对党史的玷污。”郑
德荣的学生邱潇说。

20世纪 80 年代，郑德荣在全国第一个成立了毛
泽东思想研究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20世
纪 90 年代，国际社会风云动荡，一些人信仰动摇，认为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郑德荣秉笔直书，写下大量反驳文
章，同时教育学生，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理论工作
者都要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前几年，某党校的一位教授到东北师大做报告，说
中国共产党接受的不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已经
退休在家的郑德荣听说后，立刻去找校领导，指出对方
说得不对，会引起学生思想混乱。

“老师的言传身教，为我的人生指明了方向。”邱潇说。

“学术上的任何瑕疵都混不过去”

郑德荣的住所是一处 30 多年前学校分给他的老
房子，陈设简朴。举目四望，桌子上、书架上甚至床铺
上，到处都是书。

学生们说，每次到老师家，他都在读书。有时学生
在书店、图书馆找不到的资料，到老师家去找，十有八
九可以找到。老师甚至能告诉他们，要查找的资料大致
在书架的哪个位置、哪本书籍中，甚至指出在书中的哪
个部分。

郑德荣常对学生说，广博的知识是一种潜在的能

力，研究党史，不能只局限掌握党史知识，还必须掌握
与之关联的中外近代史、现代史以及哲学、外语等。同
时，必须占有第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

学生刘世华至今仍清晰记得，当年读郑老师博士
时，最难的一门课就是文献阅读。郑德荣每次课都要求
学生通读一个时期或者一个主题的文献，下一次课讨
论。谁没有认真读，讨论时郑德荣马上可以发现，会被
严厉批评。

郑德荣常对学生说：“离开严谨求实，不能称其为
科学。”

郑德荣的孙子郑凯旋也从事党史研究，写了一篇
党史方面的文章，想请爷爷简单修改一下。郑德荣看
后，不客气地指出文章质量不高，提出了大量修改意
见。经过数次修改后，郑德荣仍不满意，就逐字逐句修
改，边改边给他讲述相关党史内容。就这样，本以为“三
五天就能发表”的文章，一改就是半年，中间数易其稿。

“学术上的任何瑕疵在爷爷那里都是混不过去的。”郑
凯旋说。

“学生成才比什么都高兴”

在子女眼中，郑德荣是一位严厉的父亲，在学生眼
中，他却是一位慈爱的师长。

1983 到 1986 年间，郑德荣担任东北师大副校长。
当时，郑德荣的大女儿在外县医院工作，想调到东北师
大校医院，郑德荣没有同意。他的儿媳妇想从企业考入
学校财务处做会计，也被他一口拒绝。他说，“我要是安
排了这件事，今后怎么要求别人，我过不了心里的那道
坎儿。”

“以权谋私”，对郑德荣是行不通的。但为了把优秀
的学生留在学校，他会“举贤不避亲”。二女儿曾抱怨
他：“你对学生比对我们都好。”郑德荣说：“对学生，那
是公事。对你们，那是私事。”

近年来，由于郑德荣年事已高，学院不再给他安排
本科课程，他不同意，依然定期给本科生做专题报告。
学生们说，只要请老人家做辅导，不管年级高低、人数
多少，他从不拒绝；不管多疲惫，只要登上讲台，依旧声
音洪亮，底气十足。

今年，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理论研讨会之前，
郑德荣的身体已极度虚弱，但他强忍病痛，坚持写了 9
页手稿。

4 月 19 日，他的文章收到了大会入选通知。郑德
荣很受鼓舞，每天坚持锻炼，想要站起来。每抬一次腿
就是一身大汗，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练习，期待能够参
会……

5 月 3 日，大会召开的前一天，92 岁的郑德荣带
着遗憾，永远地走了。 新华社长春电

“他用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信仰”
家人、学生追忆郑德荣

▲郑德荣生活照（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朱旭东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涌现两名杰出女性——— 一
位是 80 后、来自纺织一线的普通女工，当选为党的
十九大代表；一位是 90 后、来自养老机构的护理
师，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两人都
姓李，都是中共党员，都在普通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
的业绩，当地乐将两人并称“二李”，视为楷模，引
为荣耀。

李兰女：从“外来妹”到纺织专家

只有中专学历的李兰女，在南通双莲纺织有限公
司工作已 20 年。其间，她不仅成长为棉纺工艺管理
的技术拔尖人才，获得工程师、高级技师职称，还荣
获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江苏最美基层共产党
员”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当选党的十九大代
表。

对南通而言，今年 38 岁的李兰女是一位“外来
妹”， 1999 年进入双莲纺织公司，担任纺纱车间工
艺员。当时纺织行业不景气，不少人都在想着转岗，
和她同进公司的其他 3 位年轻人，先后另谋高就。而
她，渐渐觉得工作有点“意思”。

上岗没多久，李兰女发现厂里的质检抽样都是随
机截取，出了质量问题无法查到源头。于是，她大胆
提出：抽样要定点、定量、有记录。这个建议一出，
在老工人中炸开了锅，他们认为这样太耗时，时间根
本来不及。李兰女带头尝试，半个月后终于找到新的
抽样方法，虽然耗时比过去多一点，但能有效控制半
成品质量，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从这以后，大家对李
兰女开始刮目相看。

小试牛刀的李兰女，自此在创新道路上一发不可
收。她又发现，要真正降低半成品的短绒含量和棉结
数量，还得从改进工艺入手。经过 200 多次试验、
900 多个数据论证，她最终拿出“改进工艺增加梳理
提高成品制成率”方案，使精梳落棉量同比减少
2% ，每年为企业降低成本 20 万元以上。

从纱线到面料，要经过多个生产企业的很多工
序。中间一旦发生纱线混淆，不但纱线供应企业的产
品质量、企业信誉受损，还将面临客户的索赔。如果
混淆的是 40支 2 公斤纱，涉及的经济价值至少上万
元，多则近百万元。为确保纱线产品质量，李兰女自
创“纱线 DNA鉴定检测技术”，既能对纱进行精准
溯源，还能从源头杜绝纱线混淆，让企业避免潜在的
经济损失。

2013 年 5 月，公司专门设立“李兰女棉纺工艺
创新实验室”。她带领团队先后攻克 13 项工艺课题
和 30 多项技术难题，解决了企业用工紧张、效率低
下等问题，帮助企业实现从粗放型生产模式向具有行
业领先水平的现代化生产模式的转变。

成为纺织科技前沿的弄潮儿，仅凭在中专学的那
点本事显然不够。李兰女先后通过自学获得南京大学
的大专、本科学历，还先后撰写 10 多篇技术论文。
近年来，工厂硬件加快更新换代，设备智能化了，李

兰女的自学清单上又多了软件编程等新内容。

李楠楠：用青春诠释“90 后”的担当

李楠楠，出生于 1990 年 3 月，在南通常青乐龄护
理院担任护理师 7 年。她 2014 年被评为“南通市劳动
模范”，2015 年被评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2016 年
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2018 年 1 月当选为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李楠楠说，之所以选择一条与同龄人不同的道路，
是因为对老人有特殊的感情：“我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
的。小学六年级时，我奶奶不幸患上癌症。每次看到奶
奶在家给自己扎针治疗，非常痛苦，而自己太小又帮不
上什么忙，心里就很着急。”当时她便发誓，长大以后要
学医照护老人。

卫校毕业后，李楠楠考进南通一家大型医院负责
体检抽血。“这份工作没有太大压力，还是铁饭碗，可对
我来讲，总觉得与自己学医的初衷渐行渐远。”一天回
家路上，她看到一家护理院有不少失能老人，一时思绪
翻涌。终于，经过一阵思考，她辞掉医院的工作，走进了
常青乐龄护理院。

作为一家以临终关怀为主的养老机构，擦背、吸
痰、通便等护理服务都是家常便饭。每天早上 8 点钟，
李楠楠就开始检查每位老人的情况，帮他们翻身擦背、
吸痰、通便等，繁杂辛苦，不厌其烦。

照护老人，光有爱心并不够，还要有专业细致的服
务能力。她原来负责的病区有 70 多位老人，每天需要
准备的午饭就有 9种。喂饭更是一场“战役”：每天 10
点半开始，根据老人们的身体状况，分批次进行喂饭，
不同的老人需要不同的喂法。喂一名老人至少要十几
分钟，最多时她要同时照顾 4 个老人。而她基本上都是
12 点之后才能吃上饭，中途一有需要，还得赶紧返回
老人房间，一顿饭往往要分三四次才能吃完。

“老人最需要的，还是理解。”李楠楠说，老人除了
身体上的照护，更需要精神上的抚慰。病区里王奶奶脾
气很大，经常拒绝服药，一不乐意还打人，李楠楠曾被
她打得偷偷流过泪。尽管如此，她仍微笑着一次次与老
人沟通，并想法子将治病的药粉和进面包等小点心里，
喂老人吃下。

李楠楠说，要想照顾好这些老人，就要把老人当作
亲人来看待，要不怕烦不怕累，要理解久病老人的心
态，要像照顾小孩子一般照顾他们。让她最开心的事，

就是在她们的精心护理下，老人的身体渐渐康复。

盛名之下，其实淡泊

“她是外来妹，在一线工作非常努力。你知道，纺纱
工作非常枯燥，而且还经常加班加点，非常辛苦。而她
已坚持 10 年之久，还乐此不疲地做研究。”与李兰女所
在的公司有过合作的依帝经贸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季
永健对李兰女印象极为深刻。

“李兰女已经荣誉等身，还兼任南通市总工会副主
席一职，她还能像以往一样安心在企业上班吗？”记者
好奇地问。

“尽管我们企业不大，员工收入也不高，我从来不
担心她会离开企业。”双莲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永均
微笑着。“留住一名员工，除了合适的薪酬，合适的岗
位，还要有合适的人文环境。我们企业的工作很辛苦，
但环境很宽松。”

十九大闭幕后，李兰女需要经常奔波于全国各地
宣讲十九大精神，占用了她在企业的时间。周永均则
表示：“她在履行党代表职责的同时，扩大了企业的知
名度，何乐而不为？回到南通，她依然是企业的员工，
依然是工友眼里的‘小李’。”

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之后，李楠
楠显得更忙了，而且，她还兼任南通团市委副书记。

“现在出差比较多，经常要参加全国性的视察，履
行人大代表职责。”李楠楠显得有点疲惫。“每次回来，
我都要努力重新融进工作中去。但这很难。”

李楠楠说，医院的患者像流水一样，经常换，而敬
老院的老人是不会经常换的，护理需要长期跟踪和坚
守。“对某个老人的关注，如果出现一段空白，就需要花
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弥补。经常换人护理，老人也会不
习惯。”

只要出差超过 3 天，李楠楠回到护理院就有种失
落感。“我怕融不进去。”如今，她不再担任护士长一职，
处于补缺状态——— 哪里需要补哪里。“一来，护士长需
要全权考虑整个楼层的工作，目前我做不到，时间不
允许。二来，也该给别人进步的机会。”

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之后，视
野更开阔了，这需要她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今年两会
期间，她提交了四份建议：《关于加快建立长期照护
保险制度的建议》《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青年凝
聚引导》《建设更高水平的困境青少年帮扶体系，推
动实现精准扶贫目标》《关于加强养老护理人员专业
队伍建设的建议》。显然，她关注的重点，依然是“养老
护理”。

“有时候想，护理这份工作非常机械，每天几乎重
复同样的动作，好像可以用机器人取代。但后来觉得
很可笑。”李楠楠笑着解释，“毕竟人手是软的，话是暖
的，这些，再好的机器也替代不了。”

李楠楠说，她现在必须兼顾全国人大代表和常青
乐龄护理院护理师的角色，但五年人大代表履职完
后，肯定会再次全身心投入养老护理事业。

盛名之下，其实淡然。这也正是当地乐将两位并
称为“二李”，并极力推崇的原因所在。

南通女“二李”，盛名之下仍淡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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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刻入大国工程
记中国电建项目经理、共产党员徐有亮

新华社记者姜琳

在转乘两趟飞机、奔波 20 多个小时
后，27 日，徐有亮终于从老挝卡西县的
中老铁路项目部回到阔别数月的云南家
中。这一天，是他 15 岁的女儿参加中考
的日子。

荒山野岭、工地一线，远离亲人、聚
少离多，这是工程建设的行业特点，也是
徐有亮过去 18 年的工作与生活写照。

从 21 岁进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水
电十四局至今，他辗转奋战在三峡水电
站、小湾水电站、非洲喀麦隆水电站、贵
广铁路、西成铁路等项目一线，把最宝贵
的青春刻入了一个个重大工程。

建设一线的“先锋战士”

6 月，位于老挝北部的卡西县，时晴
时雨。雨季的提前到来更增加了正在这
里建设的磨万铁路四标段的施工难度。

1000 多名中国和老挝籍员工日夜
奋战，“领头羊”就是中老铁路Ⅳ标Ⅱ分
部项目经理徐有亮。

他所在的项目部承建的 37 . 4 公里
铁路，含 12 座桥梁工程，5 座隧道工程，
桥隧比达到 73 . 71%，露天作业面仅有
9 . 83 公里。不仅如此，项目之初，施工物
资匮乏，交通条件极为不便。

在徐有亮的带领下，项目部全力奋
战，于 2017年 3月实现了中老铁路全线第
一个隧道工程开工，获得业主充分肯定。

经过一年多的鏖战，2018 年 5 月，
项目部承建的中老铁路全线最长辅助基
坑 2 号森村斜井贯通；几天后，拉孟山正
线隧洞掘进破千米大关……

“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
工程和示范项目，也是惠及两国人民的
重要举措。在这里我们不仅仅代表自己，
还代表着中国，一定要把党和国家赋予
的使命完成好。”徐有亮说。

满怀柔情的共产党员

工作中的徐有亮稳重、坚毅，但生活
中的他有着热心、柔情的另一面。

“今天母亲节，大家赶紧给母亲打个
微信电话。”

“我给你们分享一个视频，讲小孩教
育的，都看看。”

徐有亮就像一个老大哥，时刻关怀
着身边的人。

一次，隧道队伍中一名工人生病，要
回中国治疗。徐有亮二话不说，主动捐

钱。在他带领下，几个知情的项目领导
班子成员都参加了捐款。

“远在他乡，每个人都不容易。首
先要保证的是大家的安全和健康，高
高兴兴出来工作，平平安安回去团
聚。”徐有亮说。

不过，因为常年在山沟沟里搞建
设，徐有亮却没法像关心身边同事一
样守护、照顾家人。

年过七旬的父母远在江西老家，
他两年多才能回去一次；云南家中的
妻子女儿，也难以陪伴，处于青春期的
女儿甚至因此对他产生埋怨和隔膜。

“女儿终于在朋友圈对我的留言
回复了。”5 月的一天，徐有亮高兴地
拿出手机向大家展示。为了弥补心中
的歉疚，他专程在女儿中考前夕请假
回国，但到家时女儿已进入考场。“迟
到总比不到好。”他笑着说。

大国工程见证个人成长

一个个大型工程，凝聚了徐有亮
和同事们的心血、汗水，也见证了他的
一路成长。

2005 年 6 月，在一线建设中锻炼
了 5 年的徐有亮通过了党组织考察，
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2009 年至 2010 年，因为工作中
的出色表现，他连续两年被评为贵广
铁路第三项目部优秀共产党员。

2011 年，时任中水路桥公司贵
广铁路指挥部副指挥长的徐有亮获
得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颁发的铁路
运输客运专线建设先进个人“火车
头”奖章。

2015 年，徐有亮参建的西成铁路
项目部遭遇汉中地区暴雨侵袭，因在
抗洪抢险救灾中表现突出，他获得“先
进个人”称号。

诸多荣誉的背后，是一名普通党
员的赤子之心和默默付出。

徐有亮告诉记者，回顾 18 年工作
历程，每次都是从一个山沟跑到另外
一个山沟，自己参与建设的贵广高铁、
西成高铁建成后一次都没坐过。尽管
比较苦也比较累，但很有自豪感。

“我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
并有幸参与这些国家重大项目，找
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用所学专业
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并改变
人们的生活。”徐有亮说，回过头看，
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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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
五月，郑德荣逝世。当我接
到采访他先进事迹的通知
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这就是曾经写毛泽东思想
概论教材的那位大师吗？”

采访中，郑德荣的学生
和家人告诉我，他去世的前
几天，在病床上还惦记着要
参加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
年大会。我就在想，是什么
让他在学术道路上披荆斩
棘、勇往直前？是什么让他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牵
挂着还未召开的学术会议？
是什么让他拥有如此淡泊的
财富观、超脱的生死观和高
尚的价值观？

随着采访深入，我心中
逐渐有了答案。

郑德荣身上那种特有的
红色气质与新华社谱写的一
系列典型人物焦裕禄、孟二
冬、黄大年一脉相承。

是什么让他这样忠诚于
党的事业？品读郑德荣过去
说过的话语，我找到了答
案。“工作需要，就是我的
志向。做什么爱什么，干什
么学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
益。”正是这样坚定执着的
信念，支撑着他矢志不渝地
研究党史，让他的学术研究
始终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
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
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紧密
相连，与宣传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高度一致。

郑德荣一直很忙，忙得
连自己喜欢的下棋都觉得是
浪费时间，他平时的爱好就
是看书做学问。他常说：“我受党的
教育多年，毕生的追求就是用自己的
所学为党、为国家多做贡献。”正是
出于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使
命感，郑德荣在高龄时，依旧坚持到
各地进行宣讲活动。每次有纪念活动
时，很多基层单位邀请他作讲座，他
能多去一个地方，绝不少去一个地
方。

是什么让他一辈子醉心于党史研
究？了解他的生平后，我找到了答
案。少年时的郑德荣，目睹了日本侵

略者的残暴行径，这让他体
会到了亡国奴的耻辱和痛
苦。读书求学时，他接触到
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他找
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将研
究党史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
目标。

数十年来，无论时代如何
变化，他始终不忘“初心”，在大
是大非面前与党中央保持一
致，让自己的学术成果为党和
国家的需要服务。

20 世纪 80 年代，学术界
和社会上出现了对毛泽东思想
的一些模糊认识。他于 1981
年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将毛泽东思想研究从语录式、
口号式的说教，转变为体系
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
取得了一系列具有说服力的成
果，澄清了学界的模糊认识，
正确引导了社会思潮。他的研
究有时代高度、理论深度、实
践温度，其学术观点影响了几
代人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
的力量。

是什么让他用生命诠释
了大爱师魂和师德典范？采
访他的学生后，我心中逐渐
明朗。

很多学生回忆，非常难
忘郑德荣给他们上的第一堂
课。他的第一堂课从来不急
于讲授专业知识，而是一堂
“思想政治教育课” 。他谆
谆教导学生，“不仅在业务
上要使自己成为国家的高级
人才，更要在政治上具有坚
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使自己
成为共产主义战士。”

对自己的学生，他格外
地用心。当学生的父母身患
重病时，他会多次打电话悉
心问候 ；学生去家中请教，
他会准备热腾腾的豆浆或清
爽的西瓜 ；郑德荣对待每一

个学生都如同对自己的孩子。
67 年的教书育人生涯，郑德荣培

育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成长为专业领域
的高层次人才。

“理想、勤奋、毅力、进取”是
郑德荣的座右铭，他将这八个字贯穿
于生命的始终。

郑德荣为理想信念而奋斗拼搏，直
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一颗闪闪发光
的心对生命价值作出了完美的诠释。

(记者李双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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