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问”
是人生朴素课题

中原网网友热议李文祥
网友若即若离：看完才知道什么叫精神上的差距。什么叫历史给人的

感动。什么叫一个真正的革命军人。这种直入心脾，让人无法不震撼，无
法不反思，无法不洗涤自身的强力针剂，痛得我哭了。李文祥，他有用血与
肉换来的让我们仰视的荣誉，却没有将其视为谋取功名利禄的资本；他能
从容坦荡地做好从军人、保卫干事到农民的角色，却没有丝毫的愤慨与不
平；他数十年间坚决拒绝来自各方的帮助，却始终不忘为乡里乡亲无私奉
献；他默默忍受着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艰难困苦，始终没有改变自己
身为党员的笃定信仰……

网友红色书生：我非常看重李文祥老人的平平淡淡，细细读来令人肃
然起敬。

网友白杨树：浮躁的社会，因为你，变得清澈与宁静，你让我们心灵得
到净化。

网友寒江雪：人的一生，有的轰轰烈烈，而迅速地被忘记；有的默默
无闻，却被人记起；李文祥的一生，既轰轰烈烈，又默默无闻，必将会永存
世间！

网友欢颜：向87岁的老人致敬！您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坚守！
网友爱流苏：我不喜欢将李文祥老人当成一个楷模，神圣化了的人物

反而不那么真实。看到照片里那双令人动容的眼睛，我觉得，那几句一点
也不矫揉造作的话反映的才是真真实实的他，一个真正做到内心平和的
人、一个真正懂得人生意义的人。

网友路过：老人的切身经历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他的身体力行比
任何一堂课都来得具体、生动、震撼，他给后人树起了楷模形象标杆，此刻
的我们充满了动力、压力，向老人学习，成了最强的呼声。

网友魅之精灵：英雄老人李文祥怎么才被发现，感谢省委书记卢展工
下乡调研，向英雄李文祥学习。

网友陶志强：向李文祥老人学习，争取早日入党，争当为人民服务的好
榜样。

网友燕儿：时代需要李文祥。
网友石榴子：卢书记抵达河南后，做了许多好事，河南人非常感激你！

李文祥老人确实值得后来者尊重学习。但愿河南上下同学李老。

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健说，河南教
育要想迎头赶上或超越，就要坚持发扬
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奋力开创河南
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新局面。

发扬勇于探索、勇于超越的创新精

神。以创新的机制保障落实，加快河南
教育赶超的步伐。

发扬以人为本、一心为民的公仆精
神。下大力气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
入园难、大班额、择校等突出问题，下大

力气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进城
务工随迁子女入学、农村留守儿童教育
等工作，下大力气规范办学行为，做好

“减负”工作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把教育
办成真正让群众满意的教育。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王雨馨
通讯员 崔俊杰

李文祥是位平凡的革命老人，战争
年代出生入死，英勇善战，为建立新中
国立下了显赫战功；和平建设时期，作
为特等功臣、老复员转业军人，他却藏
起荣誉功勋，自愿扎根农村，数十年如

一日，安贫乐道不求索取。
读完英雄老人李文祥的报道，相信

很多人有发自肺腑的感触，在革命战争
年代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又这样安
贫乐道不求索取，这就是革命传统，这
就是革命精神！李文祥老人有着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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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正是省委书记卢展工所说的
“三平”精神吗？

昨天，李文祥老人的英雄事迹在省
高院的法官心中也留下了深深的“印
象”。他们表示，一定会以李文祥老人
的精神为榜样，审理好每一起案件，认
真对待每位当事人，做到无愧于庄严的
法徽和天平。

省民政厅副厅长张克强认为，在
学习先进典型中，做到结合工作学习典
型，对照典型检验工作，把对典型的学
习贯穿于民政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形成
了常态化，为顺利完成民政各项重大任
务起到了显著的功效。

省民政厅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知

典型、学典型和树典型活动，组织推荐
了全省、省直机关先进典型对象，举办
了“省民政厅庆祝建党90周年暨创先争
优先进事迹演讲报告会”，表彰了基层6
个“五好”党组织和31名优秀共产党员，
不断激发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热情，牢
固树立“以民为本、为民服务、为民解

困”的宗旨意识。
今年 1 月上旬和 4 月中旬，我们分

别召开了厅党委、总支、支部书记创先
争优推进会、工会主席会，座谈调研，把

“选、树、学、推”典型工作作为一项主要
内容进行了重点部署，总结推进民政全
面工作的落实。

省政府国资委副主任郑伯阳说，
学习先进典型，发扬革命传统，积极
践行“三平”精神，是推进省管企业科
学快速发展的精神动力。在下一步工
作中，我们将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
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继续
大力开展好学习先进典型，弘扬革命
传统的活动。

通过大力弘扬先进典型拼搏进取、

不断超越的精神，把企业党员干部职工
的上进心、荣誉感激发出来，把干事创
业的“内在激情”燃烧起来，保持蓬勃向
上、奋发有为的士气，不断创造新业绩，
积极推动省管企业创先争优活动向纵
深发展。

在实施“十二五”规划和推进中原
经济区建设中，引导企业党员干部积极
投身转变企业发展方式，投身科技进步

和自主创新，投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企业，投身企业改革发展实践，
为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多作贡献。

建立健全学习成果转化制度，不断
创新学习载体和形式，不断增强学习活
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学习，不断
提升党员干部素质，不断适应新形势新
变化，在平凡的岗位上履职尽责，努力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发扬我党优良传统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学习李文祥精神 无愧于法徽天平

发扬革命传统精神 加快民政事业科学发展

积极推进省管企业科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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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李文祥精神 争做民政系统孺子牛
□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范文香 杨峰

昨天，民政系统的广大干部职工看了老英雄李文祥的事迹后，都为他的精神
所深深感动，民政系统广大干部职工都感到，李文祥老人永远不会孤独，因为有
个信念支撑着他，那是60年如一日对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坚守。

全市民政系统干部职工表示，一定要学习李文祥老人崇高的信仰，全身心投
入到民政工作中去；一定要学习他淡泊名利的精神，争做民政系统孺子牛；一定
要学习他的境界，用良好的业绩阐释真正的工作。

学习老英雄 就要见行动
□晚报记者 裴蕾 通讯员 马昕

连日来，在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中，郑州警备区在广大官兵中再次掀起
了学习老英雄李文祥先进事迹的热潮，大家以李文祥同志先进事迹所体现出来
的革命传统、革命精神、党的先进性和对党对人民的忠诚来要求自己，高标准、高
质量完成本职工作，以实际行动向建党90周年献礼。

郑州警备区还着重把省军区编印的《英雄无语五十年——李文祥先进事迹
选编》拿出来让官兵重读，并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集中播放反映李文祥先进事
迹的电视片让大家观看。

把“民”字写得再大 把“公”字立得更高
□晚报记者 辛晓青

“老英雄李文祥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发人思考，在全市人社系统干部职工
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委书
记、局长周春辉说，他战时忘死、平时忘我的崇高精神和顾全大局、淡泊名利的优
秀品质，是“三平”精神的光辉典型。

周春辉认为，学习李文祥，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政治品格，把
“民”字写得再大一些，把“公”字立得更高一些，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落实到行动中，推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再上新台阶。

向李文祥学习 为天平添彩
□晚报记者 鲁燕 实习生 王雨馨

“作为人民法官，我们要以李文祥为榜样，时刻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昨天，李文祥老人的英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郑州市中院全体法官和工作人员也
开展了学习李文祥“英雄不老”精神的活动。

李文祥是践行共产党员先进性的优秀代表，是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最为淳朴的诠释。作为人民法官，须以李文祥为榜样，牢记党的事业至
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
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不求索取，一心为民
□晚报记者 张勤 实习生 贾元

一心为民，不求索取，这是李文祥精神的真实写照。昨日，市教育局有关负责
人表示，全市教育系统将开展学习李文祥精神的活动。

市教育局宣传外事处处长李勇说，李文祥同志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刻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示范引导作用。市教育局
各处室已经开展了学习李文祥精神和事迹的活动，还将推广到全市教育系统。

□晚报记者 石大东 张锡磊

本报讯 昨日，本报用5个版的篇幅，转
发河南日报记者朱夏炎、王钢的长篇通讯
《英雄不老》，报道英雄老人李文祥的故事，
感动了很多读者。网友建议，郑州晚报作为
省会主流都市报，应该把特等功臣李文祥50
年扎根农村，默默奉献的感人事迹搬上话剧
舞台，本报编委会决定，今日起联合中原网
向全社会征集编导、草根演员及有话剧制作
经验的文化公司和赞助商。

以“向上、向善、温暖、温情”为办报理
念，有着 62年历史的郑州晚报，联合中原网
向读者和网友发出倡议，以李文祥老人为原
型，排演一部《英雄不老》话剧，让更多的人
感动于李文祥老人。

我们为什么要倡议排演这样一部话
剧？因为我们感觉李文祥老人的精神值得
学习，值得弘扬；我们为什么要征集编导？
因为我们要把老人的事迹用艺术的形式搬
上舞台；我们为什么要征集草根演员？因为
我们认为李文祥老人具有平凡之中的伟大
追求、平静之中的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极
强烈责任感，是“三平”精神的典范，草根演

员的质朴表演更能演绎他的高尚情操；我们
为什么要征集有话剧排演经验的文化公司？
因为我们要让李文祥老人精神更有感染力；
我们为什么要征集有爱心的赞助商？因为我
们要让这部话剧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爱”链
条，让这部话剧早日与读者和网友见面。

我们要排演的这部《英雄不老》话剧，将
植根于“草根”，便于网络传播和基层观看。
剧情要全部取材于李文祥老人的事迹，真实
地再现李文祥老人的英雄形象和高尚的精
神境界。这部《英雄不老》话剧中的演员全
部来自于读者和网友，让平凡人演绎李文祥
老人的“三平”精神，比有专业背景的演员和
导演更真实、更具感染力。同时，本报还要
征集有排演话剧经验、有责任心的文化公司
来具体运作，承担话剧排演过程中的所有费
用。我们也欢迎有爱心、有使命感的商家加
盟，为话剧的顺利排演提供资金保证。本报
也将做好话剧制作和演出期间的宣传，为弘
扬李文祥精神尽到媒体使命和责任。

报名热线电话 0371-67659999，也可在
郑州晚报官方微博上留言报名，同时网友也
可以登录 http://www.zynews.com/，在相关网
页留言。

李文祥老人的事迹感动了很多人
省会主流都市报郑州晚报联合中原网向广大读者倡议

把他的故事搬上话剧舞台
今日起开始征集编导、草根演员
同时征集有排演话剧经验的影视文化公司公司
也希望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赞助商加盟也希望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赞助商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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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不老》长篇报道刊发后，在社
会各界引发了强烈反响。一位网友在
微博上如此动情地写道：眼含热泪读完

《英雄不老》这篇长文，备受感动。文章
中的小标题特别的好，尤其是“四问”，直
抵人心：“一把尺子，衡量境界的高低，问
我们：你活得满足吗？”“一面镜子，映照
灵魂的明暗，问我们：你活得无愧吗？”

“一股清流，荡涤世风的清浊，问我们：你
活得干净吗？”“一个敬礼，考验信仰的坚
柔，问我们：你活得有意义吗？”

李文祥活得满足：下乡支农，回到
老家，老父误解，没关系，任打任骂，不
躲不闪；没有房子，没关系，满村捡砖
头，自己盖；没有待遇，没关系，帮工推
磨、编稻草辫儿，努力攒钱；水稻产量
低，没关系，刻苦钻研，终有所获……不
辩、不怨、不怒、不推，这是怎样的境
界！用双手创造幸福，哪有理由不对生
活满足？

李文祥活得无愧：自己的事迹被报
道后，对于生活的些许变化，他愧疚、自
责、后悔；面对荣誉和待遇，他从来都是
不做加法只做减法；他从始至终想到的
是“国家还不富裕”，不愿为后代争取身
外之物……他是一面明镜，让人折服、
省悟、羞愧、汗颜！无愧于天地良心，自
然无愧于自己的人生！

李文祥活得干净：参加革命64年，
党龄62年，荣誉无数，从不显山露水；87

岁高龄还坚持下地干活，用一言一行教
育后代不改劳动人民本色；在一群开心
的老伙计中间，他舒畅自在、神采飞扬、
乐在其中……他是一股荡涤世风的清
流，生活得自然、干净、纯粹！

李文祥活得有意义：他说，身为党
员，要“一心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
啥”，“啥事都要带头”；他说，党员现在
还不能“享福”，“啥时候老百姓幸福
了，咱就享福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让女儿把两个孙子好好拉扯大，将来
送去参军……如此坚守信念，笃定信
仰，几人能比？他用坚柔的信仰与抉
择，诠释什么叫活得有意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扪心自
问：面对“四问”，自己如何回答？“四问”
不是深奥的“天问”，也不是艰深的“钱
学森之问”，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要
想给出直面的解答，并不简单，并不轻
松。

检视现实，一些党员领导干部，是
经不住“四问”的；很多的人生，是经不
住“四问”的。但，“四问”又是我们人生
必须面对的课题，回答了“四问”，我们
的人生会满足、会无愧、会干净、会有意
义！

好在李文祥告诉我们，回答“四问”
并不太难：多一些爱岗敬业、为民负责，
多一些清淡平和、与人为善、坚定从容、
坦荡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