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敬礼 考验信仰的坚柔
问我们：你活得有意义吗？

3月31日上午，省委宣传部、省军区政治部、省委省直工委、濮阳市委联
合组织的“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首场报告会正在省人民会堂隆重
举行。

9点多钟，李文祥老人到了会堂后台贵宾室。老伴叮嘱他敬礼要敬好，
老人有点不屑：这个不用教，这是俺部队的事，敬个礼你一看就知道了！

台上的报告团成员，除了李文祥的女儿李金英，其余分别来自范县武
装部、民政局、白衣阁乡政府和濮阳人民广播电台。他们真情讲述的李文
祥事迹，深深打动了台下1100多名省直和中央驻豫单位的党员干部、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心潮阵阵，泪光闪闪，1个多小时的报告中响起了20多
次掌声。

报告完毕，一阵安静，全场视线投向舞台入口——
两位白发苍苍的龙钟老人出现了。旧军装胸前挂满奖章的李文祥老

人，手拄拐杖，与老伴相扶相携，缓缓走到了舞台中央。全场掌声雷动！
李文祥把拐杖交给老伴，努力挺直身体，抬起右臂，五指并拢举到帽

檐，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哗，整个会堂简直爆棚了！所有人都情不自禁站起来，向这位老英雄、

老功臣鼓掌，向这位老农民、普通人鼓掌。老人一言未发，却如黄钟大吕，
用一个敬礼撞响所有的心灵，考验着信仰，考验着党性，考验着人格。全场
听众的回应犹如井喷一般，掌声经久不息……

兴奋的老人后来告诉记者：敬礼“我还扫了半圈儿”！
那是他的即兴发挥：威武的军姿，庄严的敬礼，仿佛一尊高大伟岸的雕

像，朝着全场听众，从左至右徐徐移动面庞和目光——那一刻，苍老的热血
也沸腾了！

省委书记卢展工动情地说：非常高兴河南省又涌现了一位先进典型，
又有了一位值得领导干部、复转军人和广大党员、人民群众尊重和学习的
光辉榜样，又有了一位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优秀代表。

这是一个由省委书记亲自发现、亲自发掘、亲自发布、亲自发扬的先进
典型。卢展工先后 3次在全省党员领导干部大会上推荐李文祥事迹。省
委、省政府、省军区作出了向李文祥同志学习的决定。中共中央和中央军
委领导同志先后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大力宣传李文祥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组成采访团进行了集中报道。新华网、人民
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大河网等纷纷转发了李文祥事迹。今年2月，
李文祥被中央确定为“时代先锋”入选人物；5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评审小
组开展网上投票推荐活动，李文祥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预备人选。

这是一个现实意义强烈、历史意义深远的时代典型。李文祥这个典
型，虽然地处偏僻，却已触动社会敏感神经；虽然身居微末，却已直指世道
人心。他的思想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对应，他的行为与当代人的
生活方式构成了对应，以一个常人的声音，以一个哲人的声音，向世人发出
询问、探问、追问甚至拷问。这是社会转型期非常需要的正面典型，这是和
谐社会非常需要的模范典型，必然引起党员干部的心灵感应，激发人民群
众的情感共鸣，赢得广大网友的关注认同。尽管他本人并不自诩，却将会
作为当代中国人的代表，作为当代河南人的代表，进入21世纪经典楷模人
物的长廊，名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青史。

这是一个听不厌、品不够的感人典型。李文祥的人生长河，融会了多
义多元的丰富内涵，既符合核心价值观，也符合普世情理，超越了领域行业
的界限，具有全社会的普遍意义。因此巡回报告团所到之处，从省会到各
市，从机关到部队，从领导干部到基层群众，从老人到青少年，无不为之肃
然起敬，无不为之扪心动容。省直机关工委组织听了报告以后，又把专职
机关党委书记联席会议开到了学习榜样的现场；团省委召开“五四”群英
会，把李文祥列为全省青年的学习榜样……这股强大的冲击波正在扩散，
直至全省各个角落。

并不是每个先进典型都能如此。李文祥事迹为什么在全社会产生强
烈反响和深刻影响？

省委书记卢展工总结了这个典型的力量所在：一是具有真实性，事迹
很真很实，可信所以可敬，可信所以可学；二是具有持续性，64年如一日永
保本色，没有松懈，没有断续，无论人生怎样跌宕起伏，为了党和人民的事
业矢志不渝；三是体现先进性，用亲身实践诠释了什么是党的先进性，怎么
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这个典型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革命传统，
什么是革命精神，什么是党的先进性，什么是对党对人民忠诚。

有着伟大的追求却依然平凡，怀着满腔热血却依然平静，有着极强烈
的责任感却依然平常，李文祥为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的“三平精神”展现了
一个极为贴切的样板。

当卢书记鼓励李金英向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争取成为像父亲一
样的人时，老人告诫女儿：“能给你个党员么？你要符合入党条件，好好学

习，把工作做好。入党没诚意入啥党！”
小布包里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不识字的老人为何一直保存了半个世

纪？他捧着这可以触摸的理想信仰，说：“这是教材，让自己知道共产党员
咋样做。”

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儿！听他重复当年指导员的话，记者问：共产党
员应该是什么样儿？

他说：“入党要有诚心。党跟咱老百姓一心，党不会变，党员也不能
变。入党了，命就交给党了。有的人觉悟不高，他不懂。党员就要起模范
带头作用，战斗最吃紧的时候往上冲的是党员，不打仗的时候工作成绩最
好的是党员。我这个党员不这样做，群众就会看不起我。打仗不带头，生
产不带头，光凭关系好就入党，就是给党抹黑，降低党的威信。多为自己考
虑，那党员就不合格。都想为个人考虑，那就毁了，社会主义干不成了。”

老人感慨：“当一名共产党员，说容易也容易，一心干革命，党叫干啥就
干啥；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啥事都要带头，都要比一般群众强，吃苦在前，享
福在后。”

但现在也有党员很享福呀。记者说。
老人凛然摇了摇头：“不享福！现在老百姓还没享福呢，还有好多穷

人，咱能享福？啥时候老百姓幸福了，咱就享福了。”
老伴陈宝珍向丈夫跷起大拇指：“这个党员是用性命换来的！”
记者问她：你当过妇女队长，为啥不入党？
李文祥老人轻轻地断然说：“她思想撵不上。”

“撵”，就是不能停顿、不懈追赶、不断提升。老人说出了一个哲理：紧
紧跟上时代发展，党员的思想是要“撵”的，党员的标准是“撵”上去的，党的
先进性是“撵”出来的！

面对无边无际的清寂，记者向他提出一个艰难的问题：在这么一个小
角落里默默无闻50年，你不怕党忘记你吗？

老人的口齿突然变得清晰：“共产党不会抹煞人。有功的人，共产党不
会忘记你。品德好的人，都有人记得。现在不知道，将来以后会知道的。”

“我的成绩都在本儿上记着呢！”老人说的“本儿”有两个，都是他被省
委书记发现并经媒体报道以后浮出深水的。

一本是247团老团长刘竹溪的日记本。今年初春，老人接到来自南京
的电话，对方是刘竹溪的儿子，老人一听呼腾站了起来，立马想去看望老团
长，可老团长一年前去世了。在老团长留下的日记里，他儿子查到了李文
祥的名字和战功记录。

还有一本是老部队送来的《83师师史》。三野番号撤销以后，28军1952
年归福建军区领导，1969年起换防山西侯马、大同，1998年撤销建制，83师
改编为山西省陆军预备役83师。今年2月，83师领导从《解放军报》一得知
李文祥的事迹，立即赶往河南范县。

那天，特意穿上旧军装的老人，在村口从清早一直望到傍晚。68岁那
年，他看了渡江战役的电影，曾带着女儿到福建三明，到处打听老部队的消
息，却渺渺不知去向。今天，整整55年后，老部队的战友终于和他紧紧拥抱
在了一起！战友带来一箱83师获得的奖品，老人一件件亲手触摸；播放247
团的影碟时，老人的眼泪扑嗒嗒地掉；当济南战役那面“永镇门爆破队”锦
旗也特地从博物馆借出来放到老人手中时，老人已看不清了，他含泪抚摸
锦旗，说：“俺找着俺的家了！”

从《83师师史》名单中听到陈景三、刘玉瑞，老人又惊喜地叫道：今天我
找到他俩老首长了！一个是俺的副军长，一个是俺的营长！

这时记者顿然明白：李文祥老人，他从来没有孤独，他永远不会空虚。
除了现实生活中的亲友，他还有这一群灵魂的伙伴。共产党员的荣誉感，
革命军人的荣誉感，这不容玷污的光荣，这不可亵渎的尊严，成为他们之间
永远的吸引和支撑，无论是在尘世还是天堂。沉默的50年，其实充满了意
义，他在向老首长们行着一个漫长的军礼。

“尖刀上的刀尖”，从战争年代的出生入死竭尽忠诚，到和平年代的安
贫乐道矢志不渝，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考验中，他从没卷刃，富贵不能
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平淡不能泯，始终是一柄锐不可当的刀。

87岁老人气昂昂地告诉记者：“我是一等预备役！还可以第一批上战
场！”被列入陆军步兵指挥类军官第一等预备役的他，军人习惯一直保持至
今，每天准时中午 12点开午饭，下午 5点开晚饭。他抱着战友送来的军棉
被和军大衣，说：我最想这了！周围村子的青年入伍，他都要去告诫谈心。
他现在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女儿把两个孙子好好拉扯大，将来送去参军！

最后，记者挑选了年轻网友的一些热评，念给已是偶像的耄耋老人
听：网友“爱婴”说：李文祥是没有英雄光环的英雄，是老百姓没有异议的
典型，这个典型早就应该树立；“执着的我”说：什么叫真正的淡定，这才
是；“随心而动”说：现实中谁又有这种境界呢，反正我没有，所以我心底是
无限的崇敬；“李国征”说：李文祥老人的事迹，绝非是灵光一现就又回归
历史不再提起那么简单，而是厚重得不能再厚重，叫人永远不容易忘怀的
那么深刻……

李文祥老人没有吱声，显然他不明白什么是网友，但他相信，这些孩子
们中间将会有他的薪火传人。

（上接A15版）

李文祥不是圣人，也有无人分
担的痛苦，也有无处排解的忧愁。
含辛茹苦，忍辱负重，三年五载都
不容易，何况整整50年！同样一个
现实环境，别人能为个人利益找到
种种理由借口，他却默默咽下了一
切困苦，宁可委屈自己委屈亲人，
决不改变初衷改变信仰，终使生活
的一潭浊水变成一道清流。

记者走进一个小修车铺，修车
匠韩福运比李文祥大 2岁，当年的
发小，如今成了老邻。

门前正对一汪池塘，一泓春水
倒映着嫩绿的芦苇，几只白鹅在平
滑如镜的水面悠游，一幅恬淡的风
景。

后面的小屋脏乱不堪，却是李
文祥和一群老伙计的“俱乐部”。
他们最大的快90岁了，最小的也近
70岁。老伙计们知道，即使已经出
名，文祥也不舍得离开这一个卑微
而老迈的群体。

李文祥老人的思想从不落伍，
每天必看中央台、河南台、山东台
的新闻联播，视力差了就听新闻，
然后讲新闻。老伙计们常聚他家，
他打开老部队赠送的DVD机，播放
《大决战》、《地道战》等革命战争
片，边看还边讲解。更多时候，一
群老汉是围在修车匠床头的小电
视机前，纵论四海风云。但一有人
发牢骚，李文祥老人便保持沉默。
如果有人提到向政府要救济，他拎
起拐杖就离开。

采访第二天，发现老人点烟时
火苗对不上烟头。次日早晨，老人
在村口一接到记者，就高兴地说：
我能看见你的脸了！记者问：昨天
看不见吗？他说昨天看是一片
黑。右眼白内障，左眼青光眼，脑
血栓又使腿脚不灵便，血压不稳，
口齿有点含混……然而当记者们
回放录像时，发现镜头中的他目光
炯炯，神采奕奕，一个帅气的老头！

在一群开心的老顽童中间，他
也变得活泼调皮了。背着老伴和
女儿，溜进修车铺偷偷抽支烟；老
韩伸手向他讨烟吸，他揪老韩长长
的白胡子；老韩叫他“黑老包”，他
伸出拐杖柄勾老韩的脖子……在
家没见过他大笑，在这小破屋里却
不时听到他的笑声，看来在男人
（即使是老男人）的笑声中，他强
大，他舒畅，他自在。

哦，那个迎风开怀的猛士还
在！那个顾盼神飞的英雄还在！

他说，想想当年打刘行国际电
台一个排只活下来 3个人，打鲁楼
堵击战连队阵地上只剩自己一个
人，“我已经活到87岁了，还有啥不
知足的”？

他指着发小韩福运笑道：他死
了薅着我，我死了薅着他，一起回
老家！

问他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他
像战士在队列报数一样大声回答：

让我劳动，最高兴！
上工敲钟，最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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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直到了极致。
平凡、平静、平常，一直到了极致。
当省委书记卢展工解开那个小布包，历史真实幡然复原。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我们听到了大音的深邃之声，看到了大象的圣洁之形。
卢展工强调，李文祥先进事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建设中

原经济区已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在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伟大实践中，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都要向李文祥同志学习，
为建设中原经济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始终如一、矢志不渝地
去做、去实践，把各方面工作做好，把河南建设好。

英雄不老，永远屹立天地之间！

尾
声

□河南日报记者 朱夏炎 王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