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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3月 25日，“忠
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员”
方永刚在北京病逝。

方永刚，1964年 4月出
生，1985年 7月毕业于上海复
旦大学，同年入伍，先后在海
军政治学院、大连舰艇学院任
教，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和
研究工作。

方永刚坚持深入学习、坚
定信仰、模范践行党的创新理
论，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和
社区，真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
被誉为“大众学者”“平民教
授”。

方永刚出生于辽西建平县
农民家庭，他常说，党的创新
理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
变了他和家庭的命运，这是他
坚定信仰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厚
感情基础。

从感恩、热爱到领悟、信
仰，用生命探索、传播、践行
党的创新理论，成为方永刚一
生无悔的选择。无论什么时候
打开方永刚的电脑，屏幕上第
一个闪现的肯定是“前沿阵

地”。这是方永刚追踪党的创新
理论的信息平台。

生命一分钟，奋斗 60秒，
这是方永刚的人生信条。

一年，方永刚遭遇重大车
祸，颈椎严重受损，危及生命。
躺在病床上的 108天里，方永
刚看完了 43本理论书籍，翻阅
了 100多万字的资料，完成了
30万字的 《亚太战略格局与中
国海军》 书稿。

正是这种水滴石穿的精神，
方永刚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先后完成 8项国家和军队重点
科研项目，撰写了 13部专著，
发表了 100多篇学术论文，26
项成果在全国、全军和海军获
奖。

方永刚认为，理论工作者
有责任使党的创新理论为群众
掌握，从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
力量。一个理论工作者，只有
自己首先躬身践行，人家才会
信你所讲的理论。

给社区居民讲“和谐”，给
下岗工人讲第二次创业，给农
民朋友讲“三农”政策……传
播党的创新理论，方永刚就像
一部永不停息的“永动机”，几
年来讲课辅导 1000多场次，听
众累计超过 10万人次。

方永刚对学生既重言传更
重身教，学业上是严师，感情
上是兄长，大家有困难都愿意
找他。他还注重对年轻教员的
帮带，耐心细致地传经验、教
方法，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共享
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学院，方永刚的敬业精

神有口皆碑。无论是上千人的
报告还是几十人的小课，他始
终坚持认真备课，力求创新。
从 2000年开始，学院组织教学
质量评估，方永刚连续 6年都
是 A。

2006年 11月，方永刚被
确诊为晚期癌症。在化疗期
间，方永刚以顽强的毅力在
病床前完成研究生教学任务，
带着引流管两次重返讲台授
课。

方永刚把军装带进病房。
医生问他：“是不是准备趁我
们不注意溜出去讲课啊？”

方永刚“嘿嘿”一笑。在
他心里，放不下那些因为生病
一再推迟的课程，放不下那么
多盼着听他讲课的听众。

2007年 1月 15日，第二
次化疗后的方永刚如约登上讲
台，给学生们讲“新世纪新阶
段我军历史使命。”7天后，他
又兑现自己的另一个承诺，到
大连市地税局作关于科学发展
观的讲座。那堂课，擦汗的纸
巾用去整整 ５ 包……

2007年 6月，中央军委授
予方永刚“忠诚党的创新理论
的模范教员”荣誉称号。2008
年 3月 25日，方永刚在北京病
逝。

方永刚的先进事迹经媒体
播发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
反响。方永刚先后被评为“全
国道德模范”、推选为中央电视
台“感动中国 2007年度人物”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

方永刚

刘胡兰，1932年出生在
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小小年纪，便对黑
暗的旧社会产生了强烈的不
满。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
产党领导山西人民开展救亡运
动，文水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
府。从此，刘胡兰开始逐步接
触革命道理。

在党的领导下，云周西村
涌现出一批抗日积极分子，一
些贫苦农民相继入党，并成立
了党支部。刘胡兰积极参加村
里的抗日儿童团，为八路军站
岗、放哨、送情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
阎锡山部队占领了文水县城，
解放区军民被迫拿起武器，保
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 11
月，刘胡兰参加了文水县党组
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40多
天的学习，使她懂得了许多革
命道理，阶级觉悟有了进一步
提高。回村后，她担任云周西
村妇救会秘书，与党员一起，
发动群众斗地主、送公粮、做
军鞋，动员青年报名参军。

1946年 2月，她参加了我军
反击阎锡山顽军作战的东庄战
斗的支前工作，得到了进一步
的锻炼成长。1946年 6月，
她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这
一年，她才 14岁。

1946年 10月，国民党军
进犯文水县城。为保存革命力
量，县委决定大部分同志转移
上山，留下部分同志坚持斗
争。她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
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党
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她和留
下来的同志一起向各村党组织
传达党的指示，组织群众掩埋
粮食，并配合武工队镇压了反
动村长。

1947年 1月 12日，国民
党阎锡山军和地主武装“复仇
自卫队”包围了云周西村，将
群众赶到场地上，刘胡兰因叛
徒出卖被捕。在敌人威胁面
前，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
敌人问她：“你给八路做过什
么 工 作 ？” 刘 胡 兰 大 声 说 ：

“我什么都做过！”“你为啥要
参加共产党？”“因为共产党
为穷人办事。”“你‘自白’
吧，你‘自白’了，就放了
你，也给你一份土地。”刘胡
兰说：“你给我个‘金人’，
也不‘自白’！”敌人恼羞成
怒：“你小小年纪好嘴硬啊！
你就不怕死？”刘胡兰斩钉截
铁地回答：“怕死不当共产
党！”残忍的敌人为了使她
屈服，在她面前将同时被捕
的 6位 革 命 群 众 用 铡 刀 杀
害。但刘胡兰毫无惧色，从

容走向铡刀，壮烈牺牲，年
仅 15岁。

1947年 2月 6日， 《晋
绥日报》 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
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
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
民向刘胡兰学习。同日，延安
《解放日报》 也发表题为 《只
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
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
慷慨就义》 的文章。中共中央
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
式党员。

3月 26日，毛泽东带领
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向他汇
报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
毛泽东问：“她是党员吗？”
任弼时说：“是个优秀共产党
员，才 15岁。”毛泽东深受感
动，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新中国成立后，1957年 1
月刘胡兰烈士牺牲 10周年时，
党和政府在山西省文水县修建
了刘胡兰纪念馆。纪念馆广场
上耸立着毛泽东题词“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的纪念碑。纪
念馆内陈列着刘胡兰烈士的
遗 物 、 文 献 资 料 、 事 迹 展
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为
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手迹。刘
胡兰烈士墓掩映在纪念馆后
苍松翠柏间，墓前矗立着 8
米高的汉白玉刘胡兰塑像，
东侧“生死树”下是刘胡兰被
捕处，旁边的古庙是刘胡兰受
审处，石雕花圈是刘胡兰牺牲
的地方。

刘胡兰

每当国旗迎着朝阳冉冉升
起的时候，共和国军人都要举
起右手致以崇高的敬礼。在这
个队列中，有一个人用的是左
手。他，就是武警某师政委丁
晓兵。

丁晓兵 1965年 9月出生于
安徽合肥，1983年 10月入伍。
1984年，他在一次执行侦察任
务中英勇负伤，失去右臂。丁
晓兵被破格提干，荣立一等功，
并荣获共青团中央为他特设的
第 101枚“全国边陲优秀儿女”
金质奖章。

1988年，丁晓兵以全优的
成绩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
业，放弃了留校或进机关工作

的机会，毅然打起背包来到基
层部队。为练习左手投弹，他
连着拉断 6根背包带；练端枪，
战士们在枪头吊 2块砖、定型
半小时，他吊 3块砖、定型 45
分钟，肩胛常常被磨得血肉模
糊；练卧姿射击，他每天几十
次、上百次连枪带人扑倒在地，
左半身总是摔得青一块、紫一
块，皮破血流更是常事。当年
底，部队军事训练考核，8项
课目中丁晓兵得了 7个优秀。

20多年来，丁晓兵身残志
坚、自强不息，无论在哪个岗
位上都保持着“战时忘死、平
时忘我”的军人本色。当指导
员 4年，他所带连队荣立集体
一等功 1次、集体二等功 1次、
集体三等功 2次，被南京军区
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当
宣传干事，他扎实深入采访，
先后在军地报刊发表 100多篇
稿件，被南京军区评为“新闻
工作先进个人”；当教导员，他
所带营连年被评为“基层建设
先进营”；当团政治处主任 5
年，政治处年年被评为“先进
政治处”；当团政委，团队被武
警部队评为“抗洪抢险先进单

位”。从指导员到团政委的 5个
岗位上，丁晓兵所带单位获得
的奖牌、证书和奖杯累计达
288个。

丁晓兵勤奋学习，刻苦钻
研，仅读书笔记就写下 900多
万字，他结合工作实践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带兵特点和规律，
总结归纳的“心理自我调节 12
法”“群众性教育 20法”等
105条经验被上级肯定和推广。
他关爱部属，以情带兵，先后
捐款 5万多元帮助 67名家庭困
难的干部战士。

丁晓兵身上至今还有 20多
块弹片。20多年来，他先后数
十次参加抗洪抢险、扑救山火
等急难险重任务。他被评为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被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保持
英雄本色的忠诚卫士”荣誉称
号；2007年，当选党的十七大
代表；2008年，当选十一届全
国人大代表；2009年，当选

“100位新中国成立后为国防和
军队建设作出贡献、具有重大
影响的先进模范人物”和全国

“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
国人物”。

丁晓兵

马永顺 1933年从家乡河
北省宝坻县头沟庄来到当时被
称为“绿色监狱”的东北林区，
受尽了日本监工和封建把头的
欺凌和压迫。新中国成立后，
九死一生的马永顺满怀喜悦地
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新林区开发建设，以忘我的劳
动热情回报党的恩情。

马永顺曾靠弯把子锯一个
冬天采伐木材 1200立方米，一
人完成 6人的工作量，创全国
手工伐木产量之最。他创造的

“安全伐木法”“四季锉锯法”在
林业战线得到推广。

马永顺曾多次被评为黑龙
江省特等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

模范，并 14次受到毛泽东、周
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接见。

岁月如梭，可 1959年全国
群英会上周总理对他的教诲言
犹在耳：“林业工人不但要多生
产木材、出好木材支援国家建
设，同时还要多造林、多栽树，
实现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
常在，永续利用。”他估算了一
下，他为共和国建设大半辈子
采伐原木大约 36500棵，欠大
山这笔情，要用上山植树造林
来还上。

经过马永顺的不懈努力，
绿色一年年扩展、林子一年年
长高。1982年，年事已高的他
要退休了，却惦记着自己砍伐
的树还有 8000多棵没栽上，

“这个欠账不还完，我死不瞑
目。”他说。此后，他风里来雨
里去，爬山翻坡植树造林。

1991年，已是近 80高龄
的马永顺估算了一下，他砍伐
的树木数量还差近千棵没栽补
上，他原打算用两三年时间把
树栽完，但子女们怕他累坏了，
于是召开家庭会议决定，从这
年起，每年“五一”劳动节放假
期间，由全家老少三代组成的

“马家军”便上山造林。终于，马
永顺的夙愿实现了。这时，马永
顺却笑着说：“‘账’是还上了，
可造林不能停。只要我的身子
骨不散花，就还要上山栽树。”

近几年，随着科技含量增
加，各地在春季造林的基础上，
兴起了秋季造林。秋季造林成
活率高，而且一次造林一次成
型。马永顺一听到这种新鲜事，
马上就开始实践。1996年秋
天，他率领晚辈上山开始了第
一次秋季造林。第二年春季一
看，栽种的 1500棵树绝大部分
成活。从此，他就率全家开始了
春秋两季造林。

马永顺从 1982年退休后
到 1999年底，已坚持 17年造
林不止。他和家人已植树 5万
多棵。1998年，他因此荣获了
联合国环保奖。

马永顺看到国家实施天然
林保护工程，特别高兴。他说：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英明，林
业有救了。我只要生命不息，就
造林不止，给后人多留下一片
青山。”他喊着号子，度过自己
的一生。他的号子声震兴安播
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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