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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在党 50年” 传承火炬再向前

从“青丝少年”到“银丝长者”，老去的是沧桑岁月，不变的是赤诚初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中央将首次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目前，我市已启动纪念章颁发工作，近 3 万名老党员将获颁“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其中，党龄最长的 81年，年龄最大的 103岁。

老党员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自己的最大贡

献，用一生的拼搏与付出传承着党的优良传统。

在党的百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向“光荣在党 50年”的许昌老党员们致敬，更让我们一起倾听这群“银丝长者”的初心故事，汲取光荣背后的信仰力

量，跟随他们的奋斗足迹，赓续光荣承载的优良传统，让这把满载希望的火炬，在一代代党员的逐梦奔跑中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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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相关素材和图片由中共许昌市委组织部、中共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许昌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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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3 岁的张怀德老人出生于开封杞
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时曾随家人外出
要饭，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1938 年 6 月，20 岁的他为了摆脱地主
的剥削压迫，也为了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
国，毅然投身革命。在他的带动下，张怀
德的二哥、四弟也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
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1 年 2 月，张怀德在安徽省宿州市
灵璧县大邵庄加入中国共产党。

张怀德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辗转河南、安徽多地参加战斗，并多
次负伤，至今身上还留有许多伤疤，耳根
处还有未取出的弹片。1953 年，张怀德转

业到许昌市蔬菜公司工作，后又到市服务
局、五交化公司、贸易货站、供销社、粮
食局等部门工作，离休前任许昌市粮食局
副局长。

“时光飞逝，我们即将迎来党的百年华
诞。作为一名百岁老人，我亲眼见证了我
们党逐渐发展壮大的历程。人们常说，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无论是战争年代
还是和平年代，为人民服务都是共产党员
的使命和天职。作为一名在党 80 年的老党
员，在有生之年，我愿意竭尽所能为人民
服务，为了人民我愿意牺牲一切！”张怀德
满怀深情地说。

（本报记者张辉采访整理）

张怀德：

在党八十年，初心永不变
张朴，1924 年 11 月出生，山东省胶南

县 （现青岛黄岛区） 人。其父思想开明，
支持革命，家人多从事革命相关工作。因
此，幼时，张朴便向往党的组织、向往革
命。

1944 年，张朴参加了家乡土改工作队，
并成功说服身为地主的父亲拿出地契，将土
地分给农民，为当地土改工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由此，张朴正式通过组织考验，打开了
工作局面。1946 年 3 月，22 岁的张朴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7 年，张朴跟随华东野战
军南下，作为南下干部留在了许昌，负责土
地改革和剿匪反霸工作。1951 年 3 月，张朴
被调到许昌行署任宣传部科科长，总结积累

许多先进的宣传经验。离休前，张朴任许昌
地委副书记。

“以前，人们经常说共产主义就是‘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这在中国许多地方早
已成为现实。但是，世界并不太平，我们
要时刻保持警惕，发扬优良作风，继承革
命先辈不怕牺牲的精神，保卫国家和来之
不 易 的 幸 福 生 活 。” 张 朴 说 ，“ 再 有 十 几
天，我们就将迎来党的百岁生日。我们的
国家越来越强大，就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我想对年轻党员说，我们要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本报记者张辉采访整理）

张 朴：

党在我心中，永远跟党走

今年 93 岁的石增奇，是一位拥有 75 年
党龄的老党员，出生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
的一个红色家庭——父亲是县农协会员，兄
弟 5人中 3人壮烈牺牲。

1942 年，14 岁的石增奇成为中共地下党
组织传送“鸡毛信”的一名小通信员。1945
年 1 月，他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也由此开始
了为国浴血、奋勇杀敌的革命人生：先后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3 次负伤，5 次荣立
战功，被授予“淮海战役战斗英雄”荣誉称
号。

现在，石增奇老人的身上还有弹片贯穿
后的弹孔疤痕，其中一个是攻打山西曲沃县
时留下的。“那时，我还是个不能拿枪的小战
士，战斗一打响，我就高举着铁锹冲了上去，

结果腿被弹片击伤了，一直坚持到战斗胜
利，最后还俘虏了两个敌人。”石增奇老人回
忆。

解放战争胜利后，石增奇积极响应党的
号召，作为南下干部支持驻地建设，投入到
建设新中国的浪潮中。1981 年，石增奇调任
许昌卷烟厂党委书记，带领全厂干部职工抓
住机遇、迎头赶上，把一个作坊式的小厂变
成了现代化企业，成为全省骨干企业、许昌
市纳税大户、河南烟草行业的重要力量。

“如今 ，我虽然离休了 ，但党性决不休
息，希望能把自己的余热继续奉献给党和国
家！”回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石增奇老人
动情地说。

（本报记者王金伟采访整理）

石增奇：

把自己的余热
继续奉献给党和国家

今年 91 岁的曹学孟 1947 年入伍，194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鲁西南战
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
抗美援朝等。

1947 年 春 ， 曹 学 孟 积 极 主 动 报 名 参
军，分到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炮兵
营 五 连 的 大 枪 班 。 我 军 的 武 器 装 备 很 落
后，全连仅有的两门大炮。可就是在这样
艰苦的条件下，战士们打了一场又一场胜
仗。

参 军 后 ， 曹 学 孟 参 加 了 多 次 重 大 战
役 。 现 在 回 忆 起 来 ， 很 多 场 景 还 历 历 在
目。在大别山中战斗的 9 个多月，是曹学
孟终生难忘的艰难岁月，那段日子最为艰
苦、吃没吃的，穿没穿的。走出大别山，

紧接着就是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部队每
天行军都要走 50 多公里，遇上雨天路滑则
在 泥 水 中 摸 爬 滚 打 ， 可 无 论 遇 到 多 大 困
难，曹学孟从不掉队。

1951 年 3 月，曹学孟和战友们一起奔赴
朝鲜战场，1954 年 4 月从朝鲜回国，1964 年
转业，先后任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许昌地委政法办公室副主任等，直到离
休。

提起如今幸福的生活，曹学孟说：“我
能够活到现在，全凭对党的信仰，从未动
摇过。现在的人们都赶上了好时候，这是
一个伟大的时代，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现
在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付家宝采访整理）

曹学孟：

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过
今年 91 岁高龄的余文俊 1946 年入伍，

1948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 参 加 过 解 放 战
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分别在许昌地区公
安处、鄢陵公安局、扶沟公安局、舞钢公
安 局 、 许 昌 地 区 公 安 处 劳 改 农 场 等 地 工
作，直到离休。

1948 年 4 月，余文俊随华东野战军南
下，行军过程中，他负责找房子，筹备粮
草、粮食，动员群众给部队提供住宿场地。

行军中既要面对各种恶劣的地形和气
候，又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战士们都
非常疲惫，但是依然纪律严明，不打扰群
众。在晋冀鲁豫边区，组织上将余文俊分
到豫西，随后，余文俊到豫西二分区公安

局工作，两个月后，被调到平顶山剿匪。
后来，余文俊被调到了鄢陵，继续和战士
们一同剿匪。

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余文俊感慨地
说：“现在回想起来，战争时期，每天大家
都是在危险中度过。不过干革命流血牺牲
是家常便饭，那个时候自己年轻，也没想
过害怕。我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党，过
去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跟着毛主席走；现
在跟着共产党享清福，跟着习主席走。我
一直教育孩子也要听党话、跟党走。我的
晚年生活很幸福，感谢党中央，让我能够
安度晚年。”

（本报记者付家宝采访整理）

余文俊：

干革命不怕流血牺牲

91 岁的市人大原秘书长高景照党龄 72
年，1991 年退休后，仍发挥余热，坚持退
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以实际行动践行
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使命——为人民
服务。

一心为民赤子情。高景照，1930 年 12
月出生在河南省舞阳县，1948 年 10 月参加
工作，1949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3 年
在岗时间，高景照大部分时间都扎根在基
层，从事与农业农村相关工作。无论在哪
个地方、哪个岗位，他都始终坚持群众路
线，千方百计解决群众所求所盼所想。

1997 年，为改变许昌“许脏”落后面
貌，我市组建老干部督导团，督导城市管
理工作。退休后的高景照义务担任督导团

副团长，埋头扎进督导工作，一干就是二
十几年。水系治理的调研报告是老人们骑
行 80 多公里的点滴记录，《许昌市城市市容
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来自他们的督导建
议……高景照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深
深植根于思想中、落实在行动上。

“ 让 中 国 人 民 站 起 来 、 富 起 来 、 强 起
来，是全体共产党人共同的心愿。我是共
产党员，也是人民推选出来的干部，理应
为 人 民 服 务 。 我 也 希 望 新 入 党 的 青 年 同
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学习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践 行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宗 旨 ， 不 辜 负 党 的 希
望！”高景照说。

（本报记者崔雨梦采访整理）

高景照：

我是人民的干部，
理应为人民服务

高敦付，1932 年 12 月生于山东省日照
市，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
援朝战争，获三等功一次、四等功两次。

12 岁时，高敦付加入八路军，成为山
东军区后方医院的一名医护兵。抗日战争
时期，小小个子的高敦付，背着装满绷带
的包，穿梭在子弹乱飞的战壕间，协助班
长抢救伤员，挽救生命。解放战争时期，
他随医院边转移边施救，从黄河北一路辗
转济南、徐州、南京多地，于 1949 年进驻
上海，6月火线入党。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高敦付不顾自
身 疾 病 ， 两 次 向 组 织 申 请 上 战 场 。 1952
年，在抗美援朝前线，高敦付投身反细菌
战 工 作 ， 为 揭 露 美 军 细 菌 战 暴 行 作 出 贡

献。离休前，高敦付在许昌市第一汽车运
输公司职工医院工作。

“战争时期，我从事医疗工作，救助了
许多战友，大家说我是英雄，可我不认为
自 己 是 英 雄 。 挽 救 生 命 是 党 交 给 我 的 任
务，是应该做的工作，我要为党的事业奋
斗到底。作为一名老党员，即将见证党成
立 100 周年这一伟大时刻，我十分激动 。
作为一名抗战老兵，未来见证抗日战争胜
利 80 周年，我满怀期待。”高敦付说，自
己亲身经历了党带领着我们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见证了人民的生活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坚信，在党的领导
下必然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报记者崔雨梦采访整理）

高敦付：

我不是英雄，
挽救生命是党交给我的任务

陈 惠 义 ， 今 年 91 岁 ， 辽 宁 省 辽 中 县
人 ， 1946 年 3 月 入 伍 ， 1947 年 4 月 入 党 ，
先后参加过辽沈、平津等战役，离休前任
许昌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建党 100 周年之际，回顾自己大半
生经历，尤其解放战争时期的燃情岁月，
我由衷地感谢党的培养和关怀，感谢我们
今天的新时代！”在陈惠义老人看来，年轻
党员不能忘了过去，不管在战争年代，还
是在和平年代，不要怕吃苦，再苦再累都
要冲锋在前。

年 少 时 期 ， 陈 惠 义 经 历 了 “ 国 仇 家
恨”。先说国仇，陈惠义出生的第二年，日
本鬼子占领家乡，受尽日本侵略者的蛮横
欺压；再说家恨，4 岁时，由于日本侵略

者在平民中搞细菌试验，母亲不幸染上天
花病毒去世，弟弟妹妹也夭折了……

1946 年春节刚过，16 岁的陈惠义到亲
戚家串门。其间，在县城东门附近的一个
大 门 口 看 到 “ 八 路 军 招 兵 办 事 处 ” 的 牌
子，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直接报名参加了
八路军，从此脱离了苦难生活，走向了光
明大道。

上过前线，当过警卫员，还干过理论
教员，入党 74 年来，陈惠义从没给党提过
任何要求，党叫干啥就干啥。“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天职，只要活着就
要为党和人民作贡献。”陈惠义老人感慨地
说。

（本报记者王金伟采访整理）

陈惠义：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共产党员的天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