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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走 25 万公里，扶危助困践行信仰
汶川玉树舟曲鲁甸芦山……民营企业家党员邹凌 11 年情系灾区

本报记者江毅、轩玉珏、侯鸿博

53 岁的邹凌，说话慢条斯理，一米八几的北方汉子，却给
人一种很“安静”的感觉。他身边一直带着一双舍不得穿的鞋
垫：白底、红花、绿叶，一看就是手工羌绣，左右分别绣着“好
人”“平安”四个字。

自从 2009 年春节，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镇渔子溪村 94
岁的高胜地大娘，把这双自己绣了半年的鞋垫交到邹凌手上，
11 年来它一直陪伴着邹凌这位民营企业家党员和他的团队，
辗转 25 万公里，奔走于汶川、玉树、舟曲、鲁甸、芦山各灾区，
扶危助困，传递党的声音。

千里驰援

当群众问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汉子从
哪里来，胸前佩戴党徽的邹凌微笑着说：天
津来的，党派来的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举国哀痛。身为退伍军人和党员、
时任天津泰达蓝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的邹凌坐不住
了，召集企业党员迅速组成救灾小分队。

出发前，邹凌坦言，此去危险重重，绝不勉强。然而，公司
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都以出差的名义，瞒着家人赶往灾区。

邹凌至今还记得，2008 年 5 月 17 日，他赶到渔子溪村时
看到满目疮痍。这个村子就在震中映秀镇旁边的山坡上，240
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人伤亡。脚下是余震不断的土地，眼前
是残垣断壁的村庄、惊魂未定的村民。

邹凌二话不说，拉着队伍就找到了渔子溪的村委会。在
一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两个党支部的牌子竖在一起，所有
党员在党旗上签字，佩戴好党徽。在废墟飘扬的党旗下，联合
党支部向周围群众郑重宣誓：“有我在，不落下一个人”。

宣誓的手还未放下，所有人泪水已夺眶而出。为给偏远
山区的受灾群众送去食物，邹凌小分队每人都背着沉重的物
资，许多地方连路都没有了，大家只能手足并用地爬行。在余
震落石不断的山间，邹凌总是冲在最前面，连续奋战 20 多个
日夜，即使晕倒在废墟，醒来依然如战士般转战各处。

当有群众问这些操着外地口音的汉子从哪里来，胸前佩
戴党徽的邹凌微笑着说：天津来的，党派来的。

2009 年除夕，大灾后的第一个春节。当时的渔子溪村，幸
存下来的人们住进了救灾帐篷，但家没了，不少人的亲人连尸
首都无法找到。每逢佳节倍思亲，渔子溪人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渔子溪村的山坡下，一座地震遇难者的公墓，成了人们寄
托哀思的地方。

作为联合党支部负责人之一的邹凌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村民的情绪让他感同身受：当年 12 岁时母亲去世，他的第一
个春节也是这么难受，是村里人给自己过的年。

邹凌掏出手机，给远方的哥哥打了个电话：往年除夕都是
我给母亲磕头。今年除夕，我想给这里去世的亲人磕个头。

放下电话，这位高大的北方汉子双膝落地，朝着公墓重重
地磕了下去，全场哭声一片。这一头，深深地磕进了大家的心
里。渔子溪村不少村民至今对此记忆犹新：看着这个大汉跪下
的那一刻，我们真的感觉成了一家人。

从那时开始，每一个除夕，邹凌都在渔子溪度过，组织村
民排演节目，驱散阴霾。任何村民有了困难，邹凌都会全力帮
助。这里已经成了邹凌的第二个家。

记者随着他在村子里转悠时，10 岁的刘美惠和马欣怡正
好放学路过，“邹爷爷！”两个小朋友一脸惊喜地跑过来一头扎
进邹凌怀里。

“我刚到这里时，村里好多小孩都没出生，一晃眼他们都
喊我爷爷了。”邹凌感慨地说。

见到邹凌，今年 90 多岁的雷奶奶本来有些老花的眼睛突
然放出光：“你又来了哇，怎么咳嗽了？是不是感冒了？”隔壁邻
居告诉记者，老太太经常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留下来，就
等着下一次见到邹总的时候给他。

2012 年，邹凌接到渔子溪村曾经的老村主任马锡章的电
话：老邹，我得了白血病，可能活不了多久啦，也不知咱俩还能
见最后一面不？

抗震救灾时，邹凌和老马住一个帐篷。老马一把年纪了，
每天晚上围着村子转，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这样的好人，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等死。”邹凌联系医疗
专家连夜赶到村里，后来又专程把老马和家人接到天津进行
治疗。

老马的爱人王秀萍回忆：“治疗花费巨大，全都是老邹自
掏腰包。到最后我们自己都想放弃了，让老马留口气回家吧。
但是老邹一直坚持，两周后真的出现了奇迹，老马好起来了。”
在死神手中捡回一条命后，邹凌又每年定时往老马儿媳妇卡
上打钱买药，直到去年老马骑车发生意外去世。

“马锡章这 6 年的命，是老邹给的。”王秀萍抹着眼泪说。

雪中送炭

“我是苦日子里过来的，赶上如今这个好

时代，让好人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十余年如一日，将千里外的一群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当做
亲人一样对待，究竟需要一种怎样的情怀？或许在邹凌的成
长经历中能找到部分答案。

1966 年，邹凌出生于天津与河北交界处的农村，家里条

件不好，他是 4 个孩子中的老幺。父亲长期患病卧床，靠着母
亲种地拉扯着一大家子人。

青少年时代的几件事情让邹凌刻骨铭心。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时兴照相，但一张得花 2 毛钱。母亲为

难了半天，最后一咬牙说，这个月家里不吃酱油了，让你照个相。
“当时 3 个同学一起去照相馆，大家都穷，我想了个点子，3

个人照个合影，每个人站开一点，洗出照片来再裁成 3 张，一共
只花 2 毛 1。我得意地拿着省下来的 1 毛 3 分钱回去给母亲邀
功，结果她一把抱住我大哭起来，说父母没本事，让孩子受苦。
实际上那个时候，整个国家都穷。”

七八岁时的邹凌已开始帮大人分担生活重担。家里一个
月能攒下一篮子鸡蛋，邹凌拎着走上 10 里地到附近镇上偷偷
地卖，卖掉后家里才有钱吃盐吃面。“那会儿没有市场经济，卖
个鸡蛋都算‘投机倒把’。”

邹凌记得，总有一个戴着红袖章的老头来追，追上了就把
鸡蛋一个一个摔碎在地上，邹凌只能在一旁大哭。

直到有一天，邹凌又偷偷卖鸡蛋时，遇到一群小混混来抢
鸡蛋，那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又出现了，一声大吼抢回了鸡蛋，
赶跑了小混混。

邹凌一见到他又哭起来了，以为这篮子鸡蛋还是保不住。
没想到老头说：从今天起我不摔你的鸡蛋了，国家有政策了，
以后要卖鸡蛋就到附近那个市场，每个月交 1 . 3 元管理费，
想卖多久都可以。

“小时候我以为最坏的人就是那个红袖章老头，后来才逐
渐明白，他其实也是个好人，不然也不会帮我赶走坏蛋。只不
过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国运绑在一起，没有好政策，个人再怎
么挣扎也没用。”邹凌说。

母亲去世后，村里人轮流照顾邹凌，上学、参军、立功、入党，
后又“农转非”，干过电焊工、砂轮工。在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
讲话后的第一个月，邹凌又成了第一批停薪留职下海的公务员。

邹凌坦言，成长经历让他明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紧密相
连。没有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没有今天的他；没有帮助过他
的那些好心人，同样也不会有今天的他。

“我是苦日子里过来的，赶上如今这个好时代，让好人
都过上好日子是我的心愿。”

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马道辉说，这几年邹凌在村里投资
了许多项目。总投资 400 万的栖溪山景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已
经建好营业，为村里提供了 15 个就业岗位。计划投资 500 万
的矿泉水厂目前已开始建设施工。除此之外，村上 70 岁以上
的老人每天都有免费营养餐，邹凌还要投资 300 万从山下映
秀镇莞香广场修一座 300 米长的电动扶梯到村里，方便村民
出行和拉动旅游。

“这些项目的投资都是邹凌自掏腰包，他真的是一个雪中
送炭的人。”抗震救灾时就认识邹凌的映秀镇党委书记蔡代敏
说，“10 年前灾后重建，我们这里大把赚钱机会，邹凌却只是默
默地在背后出钱出力做好事，现在我们遇到转型发展的瓶颈，
邹凌又拿出真金白银帮我们发展产业。”

恩人变亲人

“邹爷爷是地震后这么多年来，唯一坚持
到现在每年都会来这里的人。我们早就当他
是亲人了”

站在如今的渔子溪村往下望，山下是一排排白墙黑瓦建

筑的映秀镇，山上积雪已渐渐消融，村中许多农户正笑着往新
办的农家乐搬家具，当年的满目疮痍早已换了人间。

亲眼看着渔子溪的村民，从废墟间的帐篷，搬进板房，又
搬进如今风格统一的羌族民居，这变化让邹凌感到很欣慰，更
重要的是，精气神又回到了大家的身上。

事实上，在大灾后的最初那段日子，渔子溪人也经历过迷
茫和低沉。村里不少村民经历了家毁人亡，心情十分消极，对
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一些人整日发呆，一些人成天在板房
里打牌消磨时间。

“邹凌到我们这里后，不仅给了村民很多经济帮助，更给
了大家心理和精神上的帮助。”马道辉说，“邹凌经常找村民
拉家常、谈心，鼓励大家振作努力，才对得起全国的爱心帮
助。他和村干部一起，让村民逐渐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村民蒋远群和丈夫李家福在地震中失去了一双儿女，原
本是村里出了名勤劳的两口子完全绝望。“他对我们家特别关
心，经常开导鼓励我们向前看。”蒋远群已经不记得邹凌多少
次找她和丈夫谈心，但可以肯定的是，邹凌陪伴他们度过了最
艰难的时间。

如今，夫妻俩已经有了一个 9 岁的儿子，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是他让我们这一家重新看到希望。现在每次见到他，我
们都特别高兴，觉得像见到了自己的家人。”

今年 21 岁的马菁明是 2008 年被救出来的幸存者之一，
邹凌每年来渔子溪村，都会抱着他和另外两个小朋友合张影。

“邹爷爷是地震后这么多年来，唯一坚持到现在每年都会
来这里的人。我们早就当他是亲人了。”小马告诉记者，“当年自
己是被解放军叔叔救出来的，邹爷爷也当过解放军。我立下愿
望一定要像他们那样做一个对社会、对别人有用的人。”

再过不久，小马就要去深圳当一名消防员，尽管没能实现
参军愿望，但同样是战士。“我一定不辜负邹爷爷对我的期望。”

尽管是一位民营企业家，但邹凌早在十几年前就主动在
企业建立了党支部，并且十余年来一直以村企党支部联建的
形式，帮助渔子溪村灾后重建。

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说：灾后重建不光是物质的重建，更
重要的是精神和信念的重建。邹凌给老百姓物质帮助的同时，
以党组织的形式开展各项工作，使老百姓感觉党和国家一直
在陪伴、关心着他们，也让他们更爱党爱国，实现了精神的“站
立”，灾后有了幸福感。渔子溪村从过去民风不良，爱上访的
“问题村”变成了远近闻名、人人羡慕的“四好村”。

信仰践行者

他去玉树，从机场开始，周边群众就自发
前去迎接，一路上献上的哈达多达 3000条。

每次从渔子溪村离开时，村民排队放鞭炮的
队伍延伸到几里外的山坡下

邹凌身边有一只黑色尼龙公文包，边角已经磨损了不
少，常年在外，里面装着不少药品。

“这个包他用了十几年。谁能想到这么一个民企大老板，
这些年在全国灾区投入的扶贫助困资金过了亿，戴的手表才
200 块。”邹凌的团队成员贺炯十分感慨，“他一直都是以一名
党员的标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跟着他做好事，心里踏实。”

实际上，除了渔子溪村，其他灾区很多群众并不知道邹凌
的名字，只是对一个戴着党徽的大个子印象很深。有人问邹

凌，十来年每年都在外面过春节，坚持得很辛苦吧？
但邹凌却没这么想过：看到好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心里就

踏实，除了年岁渐长，翻雪山有些辛苦外，我心里是很高兴的。
我们戴着党徽，做这些好事，老百姓不仅是说我个人好，更多
的是说国家好、党好，这是我作为一个党员最自豪的。

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邹凌去玉树的时候，从机场开始，
周边群众就自发前去迎接，一路上献上的哈达多达 3000 条。邹
凌每次从渔子溪村离开时，村民排队放鞭炮的队伍延伸到几里
外的山坡下。

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时，年仅 14 岁的尚蕊丽全家 8 口人，
就活下来她一个。从救灾时起邹凌就一直关注着这个女孩。
2016 年初，考上卫校的小尚遇到一个难题：学校开学时要开家
长会，然而她已孤身一人。

彷徨无助的女孩鼓足勇气给邹凌发了一个短信，问他能不
能帮帮自己。收到消息的邹凌二话不说飞到甘肃，作为家长参
会。见到邹凌的那一刻，尚蕊丽泪流满面，她知道自己在这个世
界上还有一个“亲人”。

作为一个企业家，邹凌的业务远拓海外，很早就在非洲赞
比亚投资兴业。他的这种“大爱”情怀，同样飞跃重洋，为中国的
国际形象赢得了赞比亚人民的交口称赞。

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郊外的 Open Arms 孤儿院，一有中国人
到来，孩子们总围拢过来比画着大拇指，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大
个子中国叔叔“Uncle Zou”长期帮助他们。

助养 470 多名孤儿；打下 300 口水井，解决 6 万人饮水困
难；扩建艾滋病医院；保护部落文化；救助赞比亚籍员工亲属；
教当地人种棉花，增加 2000 多个就业岗位……

一件件好事让中国人的形象在当地不断提升。贺炯告诉记
者：邹总经常给我们讲，每一家中国企业、每一个中国人，走出
国门就是“国家名片”。我们不仅要别人现在说中国好，还要 10
年、50 年后还说我们好。赞比亚首任总统卡翁达对邹凌高度评
价：从邹凌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非友谊的未来。联合国前任秘
书长潘基文听说了邹凌的事迹后，欣然为他题词：社会公仆、合
作先锋。

张通荣也认识邹凌十余年了，这些年邹凌的奉献张通荣
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真正用行动践行共产党员信仰的人。
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邹凌将对祖国的深情转化为对这里老
百姓的爱。他身上闪现的信仰的力量，感染着周围所有人。”

“映秀灾后重建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对
外窗口。这些年也有不少外国游客到过这里，也提出过问题，为
何中国能这么快在一片废墟里建起新的城镇，我总是自豪地告
诉他们，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我们的信仰，邹凌团队正是这
种信仰的实践者。”

采访中记者深刻感觉到，特定的环境下，一个人的激情迸
发也许并不特别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的激情会慢慢
消磨，唯有真正有信仰的人，才会在激情消退后，将一言一行化
为无声细雨，默默滋润着人心。

2018 年渔子溪村人均收入已超过 2 万，当上村第一书记
后，邹凌将个人投资建设的村矿泉水厂股份无偿分给 247 户
村民。“水厂建好之后，到映秀的游客随时随地都能喝上直饮
水，未来我们还要整合汶川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改造村里休
闲旅游设施，渔子溪人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记者在渔子溪村采访时，正赶上村民联名给映秀镇政府
上书请愿：请求将邹凌的户籍迁入映秀。请愿书后面的签名密
密麻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让“恩人”真正变成“亲人”。

听到这个消息的邹凌，神情既意外又自豪。没有过多地犹
豫，他点点头，轻轻地说了声：“好，迁吧。”

民营企业家党员邹凌 11 年来辗转

25 万公里，坚持在汶川、玉树、舟曲、鲁

甸、芦山等灾区扶危助困，传递党的声音

邹凌的企业还在赞比亚大力济贫

助困，维护中国良好形象，受到当地政

界和民众的高度赞扬，被赞比亚首任总

统卡翁达称赞“看到了中非友谊的未来”

▲ 2018 年春节期间，邹凌（左）在海拔 4000 多米的玉树地震灾区甘达村看望 79 岁
的藏族老人尕旦增。 受访者供图

▲ 3 月 5 日，作为渔子溪村第一书记的邹凌（左一挥手者）正在给村民开动员大会。

本报记者江毅摄

▲ 2019 年春节期间，邹凌团队在汶川地震震中的映秀镇渔子溪村举行“坝坝宴”，十
余年来，邹凌和团队成员坚持每年春节都在渔子溪村度过，通过举办春节晚会、“坝坝宴”

等形式，鼓舞人心，帮助群众走出灾难阴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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