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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喜欢听英雄人物的故
事，那些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
热血的英雄人物，他们的事迹让我深
受鼓舞，在我心里埋下了“一心向
党”的种子。

2000年，我在外经商，以民营企
业家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
时，村里入党的人不是很多，我有着
自己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家在外经
商，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我始终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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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生计不得不进城打工，曾经热闹的
村庄逐渐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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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确定了发
展果蔬大棚、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方
向。然而，村民对发展充满顾虑：建
大棚每亩需投资 2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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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瞒着家人拿出积蓄，流转30多亩土地
建起了大棚，带头种起了哈密瓜和螺
丝椒，建成了果蔬健康生态产业园。

后来，村民们逐渐打消了心中的
顾虑，纷纷跟种，村里形成了党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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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外出务工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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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帽
子”。东瓦庄村的瓜更是打入北京、上
海 等 地 并 且 供 不 应 求 ， 成 为 村 里
的“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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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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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地 日
记，1966年8月29日那天的字迹依然
清晰。那天，20岁的我光荣地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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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战友们摸爬滚打、刻
苦训练，我还在别人休息时给自己加
练，成为班里的尖子兵。

1966年深秋，部队开拔的命令来
得突然。离开祖国，走向援越抗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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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的激烈和残酷超乎想象，炮

火连天中，看着惊心动魄的场面和战
友们前仆后继的身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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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就
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煤油灯，趴在床头
一笔一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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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5
公里长的线路上接通了 11 个通讯断
点；炮火中，战士张德喊出“头顶两
千镑，脚踏子母弹，脸不变来心不
跳，死要死得让敌人发抖，死要死得

让同志们受到鼓舞”……
战斗结束后，我带着两本战地日

记回到了祖国，在部队宣讲英模事
迹。退伍后，我来到湖南涿州军工
厂，成为一名飞机发动机实验员。多
年后回到家乡，我在锻压机床厂工
作，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颗平
凡“螺丝钉”。但无论我走到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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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更多
人通过这两本日记了解那段历史。

又到党的生日，此刻，我想对50
多年前的自己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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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丽 家
园。”

援越抗美老兵赵兴刚——

战地日记里的赤诚誓言

编 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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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激励后来者在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本报记者 李皓若 整理

本报记者 苏婷 陈思 整理

赵兴刚翻看日记。 记者 李皓若 摄

王兴宝介绍种植情况。 记者 陈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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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党徽照亮我的人生长河。

我是泰山学院体育学院的大二学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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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
习专业知识，用镜头记录每一个精彩
瞬间。

大一下学期，我接到了学校拍摄
主题党日活动的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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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着对我说：“共产
党员就是群众的铺路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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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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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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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用镜头传递红色故事，让更多年
轻人触摸信仰的温度。

今年6月10日，我正式成为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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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成为预备党
员，500 多个日夜的坚守，只因心中
的信仰与希望，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实
现了成长与进步。

大学生党员贺培宇。 记者 杨丽宁 摄

泰山学院“05后”大学生党员贺培宇——

让泰山见证信仰与初心
本报记者 杨丽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