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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决心戒骄戒躁，不能孤立地光看成绩，不看缺点。残废，自以为有功，这是一个残废军人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滋长的情
绪。我坚决不让它滋长，时时戒心，时时提防。 ——— 摘自朱彦夫日记

永不过时 奋进脚步踏出新鼓点
晨报淄博9月22日讯 9月

22日下午，淄博市向“人民楷模”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朱彦夫同志
学习致敬活动在朱彦夫的家
乡——— 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
举行。

下午2点半，淄博市各大班
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和各区县、
功能区负责同志集体来到朱彦夫
事迹展览馆参观。场馆内，朱彦
夫办起的农民夜校当年用过的矿
石收音机、旧字典、备课簿、夹粉
笔用的子弹壳、旧黑板擦、旧手电
筒等，仿佛还在向人们诉说着朱
彦夫办夜校时的那一幕幕。淄博
市委书记江敦涛连连询问：有没
有夜校的旧址？在场的都去参观
过吗？他对在场的各区县、功能
区负责同志说，无论是组织振兴、

生态振兴、产业振兴还是文化振
兴，我们的乡村振兴很重要的一
个方面就是农民的素质问题。现
在农民的文化素质是没有问题
了，但是思想素质、政治素质、文
明素质，恐怕需要我们拿出朱彦
夫这样的精神来改变。朱彦夫回
到村里看到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有
差距，先自己掏钱买了书，发现老
百姓没法看，又自己掏钱办夜校，
我们得拿出这种精神来，来培养、
教育、引导农民，只有农民的素质
整体提高了，乡村振兴才能真正
落脚，这种精神真是值得我们
学习。

朱彦夫对自己要求非常严
格。在每次专题会上，他总是率
先检查自身的问题，提出改正措
施，并要求全体班子成员，对照各

自存在的问题，迅速整改。1964
年1月26日，张家泉大队党支部
全体成员集体“洗澡”，共“洗”出
问题100条。其中集体18条，张
茂顺51条，朱彦夫4条，寇立泉9
条，迟清海12条，方玉春3条，苗
怀保3条……看到这些介绍，江
敦涛书记感慨地说，55年前朱彦
夫就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
风，在党组织内开展“洗洗澡，治
治病”，“洗”出100条问题，查摆
问题严格要求自己，很了不起！

参观结束后，江敦涛书记与
朱彦夫的儿子朱向峰进行了交
谈。朱向峰现任红泉党支部书记
（张家泉村党支部和涌泉村党支
部合并成立联合党支部，命名为
红泉党支部），他一一回答了江敦
涛书记关心的村里集体收入、村

民生活和村民收入等问题。江敦
涛书记鼓励他，“你回到村里来，
一定要把你父亲的精神发扬好，
村民也愿意跟着你，发扬你老父
亲的这种精神，把村里的事继续
干好。在你父亲打了这么好的基
础上，再有一个质的飞跃，有一个
更高层次的发展。”

下午4点40分左右，淄博市
各大班子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和
各区县、功能区负责同志集体到
沂源县城朱彦夫家中，看望了朱
老，并向他表示祝贺。耄耋之年
的朱老精神状态很好，他连连表
示，自己没有做什么，都是群众做
的，国家和人民给自己的太多
了……江敦涛书记拉着朱老的残
肢，动情地说，老人家真是了不
得，老人家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

精神，是全市人民永远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
将它发扬光大。朱老的精神就是
现在淄博人民、淄博的党员干部、
淄博的企业家们，都要学习的
精神。

整个活动，充满着感动，充满
着力量，朱彦夫带给我们的精神
力量是伟大的，他的精神永不过
时。学习朱彦夫的精神，关键在
于落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五
个转变”吹响了老工业城市凤凰
涅槃、加速崛起的奋进号角。全
市企业家大会让企业精英们燃起
了旺盛斗志！此时的淄博，变革
的决心已激荡人心，转换的思路
正谋篇布局，奋进的脚步在踏出
新的鼓点。

□ 高金国
朱彦夫的战斗故事，还没有

拍成电影。当年朝鲜战场上的
惨烈，在老英雄淡然的描述中，
只剩下寥寥数语。我在脑海中，
模拟电影《集结号》的镜头，演绎
了当时的场景———

战士们拼死血战，整整一个
连，几乎全部牺牲，只剩下朱彦
夫一人，且身受重伤！

敌人扑了上来，自己却行动
迟缓（或许子弹也已打光），眼看
要成俘虏；朱彦夫没有丝毫犹
豫，翻身跳崖！

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奈
何，老天爷不让他死！

这是朝鲜的冰天雪地，没摔
死也会被冻死！他咬着牙，拖着
残缺的双手双脚，挺着重伤的头
部，硬生生爬了3000多米，才被
人侥幸救起。

这到底算幸运，还是不幸？

在医院里，他昏迷了整整93天，
最终被阎王爷“退”了回来。接
着，是多达47次手术的残酷“折
磨”……

光凭这些战斗经历，就足以
令人震撼了！可如今在老英雄
嘴里，这些场景，化作云淡风轻。

最令我不解的，是朱彦夫这
样一个严重残疾的战斗英雄，在
外人眼中失去自理能力的人，为
什么选择回到偏僻、落后、吃水
都困难的老家——— 沂源张家庄
村（现名张家泉）。

你是英雄，让国家安排个力
所能及的安稳工作，难道不可
以吗？

你是特等伤残，双手、双脚
缺失，左眼失明，右眼视力极弱，
让社会照顾一下，衣来伸手、饭
来张口，难道不合理吗？

他好像忘了自己是英雄，是
特等伤残军人，他只记得自己是

个党员，是名战士！如果朱彦夫
的战斗事迹拍成电影，我相信，
伤好后他的艰难抉择，将是全片
最催泪的一幕。

朱彦夫严重负伤，是1950
年。一年12个月，朱彦夫光昏迷
的时间，就占去了四分之一。这
93天，医生束手无策，只能维持
他的生命状态而已。真正从鬼
门关回来、开始恢复治疗，恐怕
1951年才算正式开始。

然而，1956年那个春天，朱
彦夫就回到了老家的小山村。

满打满算，朱彦夫用来恢复
治疗的时间（穿戴假肢的训练要
比普通的伤筋断骨难上不知多
少倍），只有短短5年。

5年，别说身体上的创伤，就
连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恢复起
来也很困难。然而，朱彦夫回来
了。他为什么选择回来？为什
么这么着急地回来？

因为老家，是最让他安心的
地方啊。在这里，他不为荣誉所
缠，不为功利所恼，父老乡亲，乡
里乡音，都是最令他安心，最令
他魂牵梦萦的所在！

老家，就是他的初心。
14岁时，他参军离开了家。

那时他的初心，是让乡亲们能和
自己一样，吃上一顿饱饭（他参
军之后，才吃上了人生第一顿饱
饭）。为了吃上这顿饱饭，就要
先保家卫国，用热血换和平。

14岁的他可能还想不了那
么多，但他一定非常想家，一定
非常希望老家和平、安宁，一定
非常希望老家人都能吃饱甚至
吃好。

他走出张家庄，是因为让家
乡和平的初心；他回到张家庄，
是因为想让父老吃饱、吃好的
初心！

所谓“不忘初心”，不必有太

高深的解释，一个字就够了，那
就是“爱”。正如中共淄博市委
十二届八次全会所指出的，“全
市上下要以登高望远、再创辉煌
的情怀转变爱淄博的角度”，“爱
淄博”就是淄博人的初心。

爱淄博，就要像朱彦夫那
样，用自己的初心、用“老家”的
情怀去爱，踏踏实实地去爱，登
高望远地去爱。处在凤凰涅槃、
转型升级中的淄博，困难很多，
矛盾很多，远比当年的张家庄复
杂。怎么办？有爱，就好办。

逃离不叫爱，投降、抛弃不
叫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
不叫爱。站到高处想办法，望着
远处理思路，像朱彦夫那样穿着
假肢跳下水、身先士卒去挖井，
带头干、扎实干、一件一件落实
着干，才有出路，才是“真爱”！

“今天我们怎样学习朱彦夫”系列评论之一

英雄为何回到小山村？

文/图 记者 张亚军 任灵芝 王兵 韩凯

朱彦夫事迹展览馆里展出的朱彦夫曾经使用过的假肢。

朱彦夫带领村民挖掘的龙王庙大口井。

朱彦夫带领村民开辟的梯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