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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今天是我最难忘的一天，最幸福的一天。我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全人类
的幸福，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就是粉身
碎骨，也赤胆忠心，永不变。”翻开50多年前的日记，
字迹依然清晰。1966年8月29日，20岁的我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拳头攥得发紧，心中
仿佛燃起一团火。

年轻时的我，一入伍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班长
拍着我肩膀说：“党员是要冲在最前面的。”我用力点
头。那些日子，我和战友摸爬滚打，刻苦训练，我还在
别人休息时给自己加练，成了班里的尖子兵。

1966年深秋，部队开拔的命令来得突然。离开

祖国，走向抗美援越的战场，我站在摇晃的车厢里，看
着渐渐远去的站台，有些忐忑，但更多的是坚定。“作
为一名中共党员，任何艰难困苦都丝毫不能动摇我的
革命坚定意志，即使牺牲的时候，想到的不是害怕，而
是努力以此换得更大的胜利。”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超乎想象，炮火连天中，看着
惊心动魄的瞬间和战友前仆后继的身影，我想，这些
不该随着硝烟消散，必须记录下来。每次战斗结束，
回到草棚子里，我便趴在床头，记录当天的战况和敌
军的进攻特点。

特别要铭记的，是那些舍生忘死的壮举。班长张
化礼一个人操作7个人的炮，顽强地装填、瞄准、击
发；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电话班战士张丙春、王金诗
仅用9分钟，便在5.5公里长的线路上接通了11个通
信断点；炮火中，战士张德喊出“头顶两千磅，脚踏子
母弹，脸不变来心不跳，死要死的让敌人发抖，死要死
的让同志们受到鼓舞”……

战斗结束后，我带着两本战地日记回到祖国，在
部队宣讲英模事迹。退伍后，我来到湖南株洲军工厂
成为一名飞机发动机实验员。多年后回到家乡，在锻
压机床厂工作。但无论走到哪里，两本日记始终放在
床头柜最深处。今年春天，我将日记郑重地交到泰山
区上高街道北上高村党史馆。

又是一年党的生日，我想对自己说：“你没有辜负入
党那天的誓言，在战场上有压倒敌人的英勇气概，回到
岗位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用双手建设着美丽家园。”

小时候，我喜欢听英雄人物故事，他们的事迹让
我深受鼓舞，也在心里埋下了“一心向党”的种子。

2000年，我在外经商，以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加入
中国共产党。我们一家在外经商，日子过得还算不
错，但我这心里始终惦记着村里的发展，就想着有朝
一日能够为村里做些事情。

2014年，我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当时的东平县
梯门镇东瓦庄村是一个传统农业村庄，全村468户
1780人，因集体经济基础薄弱，一年两季种植小麦、玉
米，经济效益低下，村民收入微薄，很多年轻人不得不
进城打工，曾经热闹的村庄逐渐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如何解决增收问题，让村民过上好日子，成了我

的心头的大事。
2017年，我积极倾听村民的意见和呼声，集思广

益探求发展之路。经过反复研究和思考，最终确定了
发展果蔬大棚、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方向。然而，村
民对发展充满了顾虑：建大棚投资多，万一赔了怎么
办？关键时刻，我有了主意：“我种棚让大家看看这是
不是个好出路！”我拿出家里的积蓄建起了大棚，带头
种了哈密瓜和螺丝椒，建成了果蔬健康生态产业园。

后来，村民逐渐打消了心中的顾虑，纷纷跟种，形
成了党建引领、书记示范、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
局面。

如今的东瓦庄村，早已今非昔比。随着特色农业
的发展，每个大棚的年收入都在6万元以上，村集体
每年也能有三四百万元的收入。越来越多的外出务
工村民，尤其是年轻人选择返乡，在家门口承包大
棚、发展产业，实现了农村与返乡群众的“双向奔
赴”。东瓦庄村先后被评为全国森林村庄、省级美丽
乡村示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一举甩掉了“落后村”
的帽子。东瓦庄村种的瓜更是打进了北京、上海等
大市场，供不应求，成为村里的“金字招牌”，看着村里
越来越好，我很欣慰。

又是一年党的生日，我想对自己说，入党不是为
脸上有光，是要肩上扛事。这些年来，我始终记着这
句话，把党章上的文字变成脚下的泥土——帮困难村
民建果园、引进蔬菜大棚。群众说：“看到党徽心里就
踏实”，这就是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

入党那天，泰山的巍峨与党旗的鲜红在我心底烙
下了滚烫的印记，我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以青春
赴使命，让这枚党徽照亮我的人生长河。

我是泰山学院体育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在班里
担任班长，也是学校宣传团队里扛摄像机的那个人。
在大学的两年时间里，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坚持自
己对拍摄的热爱，用镜头记录着每一个精彩、滚烫的
瞬间，学习泰山挑山工，踩实登向山顶的每一步。

大一下学期，我参与了一个学校拍摄党日活动的
任务，镜头对准的是一位每周义务为考研学生辅导的
老党员。采访时，他笑着对我们说：“共产党员就是群
众的铺路石。”窗外泰山的轮廓和“厚德博学”的校训

正好叠在他的身影后，我的内心似乎被什么撞击了一
下，拿着摄像机的手有些颤抖。原来“信仰”二字可以
如此具体，具体得像他对考研学生的无私奉献，又像
他书桌上那本书角微微卷边的《共产党宣言》。当晚，
我在自己的入党申请书上又添了一行：我想成为这样
的人——不需要站在光里，但永远能给人撑一把伞，
如泰山挑夫，以坚韧为笔，书写服务的诗行。

为还原泰西抗日根据地历史、制作相关视频，我
与同学一起重走革命路线。陆房突围战遗址的山风
拂过纪念碑前的松柏，此情此景下，我调整光圈的手
突然沉重——这不再只是技术操作，而是与历史对话
的庄严，我希望能用镜头传递红色故事，让更多青年
触摸信仰的温度。

今年6月10日，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站在党旗
下光荣宣誓的那一刻，我知道，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那天，阳光洒在党员徽章上，去年在泰山之巅拍摄日
出的画面突然浮现——为捕捉第一缕曙光，我们在寒
风里等待4个小时。入党亦是如此，从递交申请书到
成为预备党员，500多个日夜的坚守，都只因心中的
信仰与希望。

如今，路过党支部会议室，望见党旗，最初的誓言
仍在耳畔回响。我想对入党那天的自己说：“感谢你
的坚持和努力，成为一名党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攀
登起点。希望你今后把信仰化作向上的每一步，在时
代山峦间，走出属于党员的担当，用镜头、用行动，续
写青春与党同行的故事。

小时候，邻居家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爷爷就是我的
偶像。听着他讲述在战场上为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
的故事，我心里就种下了一颗种子——我要成为像爷
爷那样的人，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2年12月，我站在鲜红的党旗前，举起右手
宣读入党誓词，至今仍能清晰感受到掌心的汗意与胸
腔里奔涌的热血。“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句滚
烫的誓词让我的泪水滑落，那是积压多年的向往化作
现实的激动，是少年时因邻居爷爷抗美援朝故事埋下
的种子终于破土的震颤。

入党前，“为人民服务”对我而言是课本里的金
句，是爷爷故事里的英雄底色。入党后，尤其是成为

山东赢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后，
“党员”二字有了更重的分量：它是把党建写入公司章
程的决心，是带领团队扎根乡村时“让党旗飘在田间
地头”的担当。

在肥城市仪阳街道刘台村，村民最初对电商充满
质疑。我带着公司党员用“娱乐+电商”破冰——在
村广场办文艺演出时，我们用乡音土话讲直播带货；
为留守妇女开办托管班，党员主动当“临时妈妈”；手
把手教70岁桃农李大爷做直播，让他的肥桃从每公
斤6元卖到每个5元。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党员的先
锋作用不是挂在嘴边的空话，而是脚踏实地，用一个
个具体行动，把“接地气”的为民服务落到实处。

企业转型低谷期，是“党员业绩攻坚队”扛起了破
局重任。记得团队连续两个月加班攻克技术瓶颈，公
司党员总是半夜两点还守在电脑前调试代码；设立

“党员示范岗”后，直播间里党员主播带头冲销量，带
动公司市场占有率提升20%。我们还让红色书吧浸
润企业文化，组织电商攻坚小组登顶行业榜单，每笔
订单捐1分钱公益金累计超150万单。这些行动让
我坚信：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此刻，我想对13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在党旗
前流泪的瞬间，让‘终身成为合格党员’的初心从未蒙
尘。未来的路还长，愿你继续以党建为引擎，让‘红色
赢响’的旗帜在电商新业态中飘扬。请记住，你在工
作前线的每一份付出都是对入党誓词最好的回应。
党旗所指，即心之所向，此心不渝，此生无悔。”

从面对鲜红的党旗高举拳头庄严宣誓的那一刻
起，我的心情便激动不已，是党给了我可贵的政治
生命。

1968年3月，我应征入伍；1969年3月，我成为
连队新战士中的首位中共党员发展对象。我坚持每
个季度写一次入党申请书，每周向党小组汇报一次思
想和工作情况，入党的信念坚定如初。

通过不懈努力，我迫切申请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
了。1970年9月28日，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
党后，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党员
标准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

1973年退役后，我被招入新汶矿业集团良庄煤

矿当工人。我从采煤工干起，一步步走向党委办公室
副主任、主任、纪委书记等岗位。工作忙了，责任大
了，担子重了，但我始终未放下手中的笔，30多年来，
我在省部级及以上报刊发表了40多万字的稿件，手
上结的茧子从未消退过。

中共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群众的冷暖记心
上，特别是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必须严肃对
待，一丝不苟。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尽力
克服，努力为职工解决问题，办实事。作为一名党员
干部，就要对人民负责，越是困难越向前。

回顾我的大半人生路，事业和家庭不能像天平一
样保持平衡，必须把党的事业、党的工作放在首位。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伴儿，为了让我全心全意投入工
作，她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担。我取得的成绩，离
不开她的辛劳付出。每每想到这些，都有一种内疚
感，觉得愧对她和孩子。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永
远在路上。我在职时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阵子
和一辈子——浅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写出了
我的心声，在《中国改革报》《中国煤炭杂志》上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我捧着金光闪
闪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更觉使命光荣。55年
来，我忠实地践行入党誓词，履行党员的权利和义务，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如今我79岁了，未来我仍会
尽微薄之力，让党旗更鲜艳。岁月流逝，初心不改，我
将用一生书写对党的忠诚与热爱。

回想起入党当天的情形，那种激动的心情我至今
记忆犹新。2023年10月20日是我入党的日子，当
天，仪式被安排在党支部的党团活动室，我提前十几
分钟就到了。看着其他同志陆续到来，仪式开始的时
间越来越近，我的心情除了激动还多了些许紧张。

仪式开始后，我宣读了入党申请书，入党介绍人
对我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听到他对我的肯定和鼓励，
我更加坚定了成为一名优秀党员的信念。随后，在场
同志进行发言评议，当“全体党员一致通过”的话语声
响起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终于梦想成真了。

当心情逐渐平复，我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一名共
产党员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入党前，我更

多关注的是自身发展，被动参加集体活动。入党之
后，我有了更多使命感，主动发挥集体带头作用，有意
识地与身边的同志进行交流，为其他同志在工作和生
活上排忧解难，与大家共同进步。

入党后，我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了。我认为，
要更好地发挥一名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首先应
做好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带动他人。在日常工作
中，我立足本职工作，严格按照安全规程，保障机组设
备安全稳定运行，精益求精做好机组运维工作；对于
艰难险急的任务和工作上遇到的难题，我带头冲锋在
前，坚定攻坚克难的信心，团结同志共同面对。

同时，面对部门人员和骨干人员不足的情况，我
也发挥“传帮带”作用，从工作技能提升和思想境界的
提高上与同事进行深入交流，为青年员工授课10余
次，编写授课课件6项，并修订规程图册及“一本通”
等9篇，带领新员工更好地成长。

2024年，我们机组启停成功率保持100%，我个
人也荣获泰安市青年先锋等称号，我要将这些成绩继
续保持下去。

入党日就像我的第二个生日，相比于众多老党
员，我还只是一个新人，未来还有许多考验在等着
我。如果要对入党那天的自己说些什么，我想说在成
为一名共产党员后，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铭记
入党日上自己说过的话，铭记组织和同志们对我期
望，更要铭记宣誓的誓言。党员不只是一个称号，更
是一面旗帜，一份责任。

抗美援越老兵赵兴刚：

战地日记里的赤诚誓言

泰山学院“05后”大学生党员贺培宇：

让泰山见证信仰与初心

泰山区岱庙街道丽景社区79岁老党员赵广忠：

55年党龄忆初心
国网新源山东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运行部值长闫克强：

坚定理想信念 带头冲锋在前

山东赢响力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周杨菊：

党旗飘扬处初心从未改

东平县梯门镇东瓦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兴宝:

微光成炬照前路 初心如磐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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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镰刀锤头的光芒映亮入党志愿书的扉页，当握拳宣誓的滚烫誓词穿透岁月尘埃，每个党员的人生都被刻下一道特殊的“精神坐

标”——那是政治生命的原点，是信仰觉醒的瞬间，更是对党忠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锚点。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本报推出“初心刻度”报道，以“刻度”为喻，采访了不同时代、不同行业党员，追溯他们的入党记忆。透

过这些带着体温的记忆碎片，触摸初心的质地，感受使命的重量，以微观视角折射党的精神传承，唤醒红色记忆，强化党组织凝聚力与感召
力，激励后来者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