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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党话，跟党走

王翠芬出生于1929年，成长在战火纷飞、民族危亡的年
代。她1942年6月入党，1944年12月参加晋察冀边区的革命
工作。

忆及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王翠芬的眼眶充满泪水。“最难
忘在工厂里工作的日子。”王翠芬回忆那段峥嵘岁月，“当时晋
察冀军队在村里招工，我就与同村的几位女孩一起去参加工
作。工厂在山区里，通向工厂的路上有一段日本人控制的铁
轨，铁轨两边都挖了深沟，日本人在此放哨巡逻，白天根本无
法通过，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我们才能偷偷地爬深沟过铁
轨。”年少时候的王翠芬还不能真正明白自己选择道路的意
义，但是出于浓浓的爱国情怀和坚定的革命理想，她做出了改
变自己一生的决定。

来到晋察冀军区第一兵工厂后，王翠芬所在工作组负责
熬硝，熬出来的硝可以装在地雷、手榴弹中制成炸药，她主要
负责取药、配药和保管药环节的工作。保管室到工作室有一
段距离，在一次取药过程中，药品因摩擦而爆炸，她也因为火
药爆炸造成面部损伤，在医院住了近20天。

革命精神拥有无穷的感召力，王翠芬出院后依旧坚持在
工厂工作。“战争年代，条件艰苦，粮食短缺，无数革命先烈倒
在了抗日战争的战场上，无数无辜百姓在战争中死去。新中
国的成立，不仅仅是党领导的绝对胜利，更是四万万人民群众
齐头并进蓄积的能量。”王翠芬哽咽道。志向坚定，奋斗不息，
是王翠芬青春岁月的鲜明写照，她用自强和热血诠释了一名
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跟着党走，听从党的指挥，坚守党的使命，这终将是我一
辈子坚守的信仰。”王翠芬如是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1926年，马朱炎出生于陕西蒲城一个农民家庭。“大家走
了三天，冲出封锁线，来到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所在地。我和其
他青年一样，怀着一颗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心，迈进了学校
大门。”马朱炎心怀革命信念，风雨如晦，初心不改。“我是由地
下党西北大学林平乡党介绍到延安大学韩城分校学习的，
1949年2月1号正式报到，被编到当时的13班，我是班长。”也
就是在这一天，马朱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战火纷飞是当时环境的代名词，生活艰苦是那个年代的
出品物，众多革命志士将“战争的成败与自己的命运连在一
起，解放的命运与自己的出路连在一起”作为信条，马朱炎也
不例外。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是马朱炎革命的第一站，也是他
人生的转折点，在那里他度过了富有激情的青年时代。学校
当时没有教室，餐饭只有清水煮萝卜，但是他依然满怀希望，
刻苦学习，与同学一起参加劳动建设，改善学习环境。

“学校有形势教育课，我们每天要看报纸，看上面所做的形
势报告，当时看到辽沈战役胜利、淮海战役进行、山西太原解放的
消息，全校学生激动的敲锣打鼓到农村去宣传，边走边喊：‘山西
解放了，太原解放了！’我们的心情是你们无法想象的。”马朱炎谈
到，在延安大学学习的时光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从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中央政法干校西北分校，到西安

政法学院、西安政治经济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再到今天的西
北政法大学，西法大自烽火岁月里艰难诞生，又在和平年代里
曲折成长。学校八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马朱炎是参与者，更是
见证者。时至今日，他依旧清晰记得自己是在1950年1月15
日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只有
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们过上美好生活！”

坚守、弘扬、传承“延安精神”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亲切问候中央政法干
校第8期学员时候的合影。”赵建学拿出在家中珍藏数十年、保存
完好的照片，仔细地介绍合影中的人物。指着合影中的自己，他
感慨，“我这样一个在出生在偏远山区的穷孩子，就是得到了党
的教育培养才有机会走出大山，党给了我太多太多的关怀。”随
着记忆的长卷徐徐展开，赵建学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光辉岁月。

“1949年2月，我还是一个16岁的毛孩子，从老家宜君徒步
400华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家中大哥早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投身革命，我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来也是受到他的
影响。”赵建学1932年出生于陕西省宜君县，初中还没有毕业就
参加了革命，到达延安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机要处工作，1949年
4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西北局的领导有彭德怀、贺龙、习仲勋、马明芳，由
于工作需要，我经常与这些大领导打交道。1949年底，贺龙调
往西南，临行前在西安易俗社开欢送大会，习仲勋致欢送词，
贺龙致答谢词。会场气氛相当热烈，我也有幸参加。后来，彭
德怀调去领导抗美援朝出国作战，马明芳任陕西省委书记，西
北局由习仲勋主持工作。”谈及往事，赵建学眼中散发着光
彩。“习仲勋很关心机要工作，时常到我们办公场地探视，非常
平易近人，在电文中可以经常看到中央对他政绩的肯定及他
在人民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和口碑。”

“看到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百废待兴到欣欣向
荣，看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辉煌历史，我为自己
是一名共产党员而骄傲。我将一生坚守、弘扬、传承‘延安精神’，
践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赵建学的言语铿锵有力。

用生活的困难磨练人生的底色

“入学考试考一天，上午考语文，就一个题，让写一篇文章
‘蒋管区的见闻记’，主要考察学生的立场、观点。下午的考试
都是政治问题，主要考政治常识。我记得试题中列了一连串
的国家名字，问你哪些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些是资本主义国
家。”1949年5月，延安大学在陕西渭南招生，时年20岁的罗楠
成为延安大学分校的一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革命者。“我是
在延安大学成长起来的。”

1949年5月西安解放，7月份学校迁至西安。“我们是7月
底来的西安，那会条件艰苦，自己也没钱，冬天的衣服都是统
一供给。同学们背一个铺盖卷，手里拎着个布兜，就这样搬迁
了，一天跑个百十里路都不觉得累，来的时候都是行军到大
荔。从大华公路一直到华阴的敷水，从敷水坐火车，然后到西
安。坐的都是拉货的敞篷火车。”罗楠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
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容。“我们都被安排在大厂房学习，各方
面的条件都很艰苦，但是同学们仍然激情满满。”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为中国人民翻身解放而奋
斗的党。要翻身，要解放，要过好日子，就要参加共产党。”1950
年3月，罗楠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是没有党的培养，出生
在偏远山区的我也许很难走出村子，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上响起阵阵枪声，日本军国主义悍
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年多的时间，山河破碎，百姓流离，
大半个中国落入敌手，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日寇侵略愈发肆虐，战火不断升级，常常有炮弹从天而
降，村民们不得不拖家带口地逃往防空洞。在一次浩劫中，村
子全部被烧光了，包括在山中逃难的父老乡亲！”杜俊文出生
在山西榆社一个典型的红色家庭里，日寇的肆虐让家乡面目
全非，目睹了日军的种种残暴行径，他毅然决定投身革命。

1946年，杜俊文随回乡探亲的叔叔离开家乡。14岁的少
年走了五天五夜，终于来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党政机关所在
地——河北邯郸，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在中央局社会部
（后来的华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从事警卫工作。“当时条件苦，
吃了上顿没下顿，餐桌上找不到菜，战士们吃的是小麦饭、烤
洋芋。冬天脱下棉袄，没有一个是不打补丁的。”战略反攻时
期，他同驻守在武安的战友们一起，投身于建设生产，“打毛
衣、纺棉花，这些我都干过。”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杜俊文跟随党中央
的脚步进驻北平，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新政协筹备会警
卫处的警卫工作。“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他刚刚从西山搬到
了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时，我有幸在这个区域里工作，这个
场景永生难忘。”多年后，杜俊文回忆起初见毛主席的时刻仍
旧难掩激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
门广场隆重举行。“我的任务是机动，随着警卫处机关在中山
公园门口集结待命。那真是激动人心的一天！”杜俊文亲耳听
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观看了人
民解放军受阅方阵，参与了万众欢呼的的庆典时刻。杜俊文
的回忆在这一刻定格，不禁热泪盈眶。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干了一份责任重大的工作，能
和新中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幸运、幸福、难忘。”1951年3月，
杜俊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

“经历过战争，方知和平来之不易。”这是杜道夫最常发出
的感叹。1928年10月，杜道夫出生在贵州岑巩，1949年6月入
伍参加革命，1953年11月入党。1949年6月至1956年8月，先
后在二野五兵团赣东北军政干校、解放军第十步校、解放军昆
明步校工作，任文书、分队长和排长等职。“这是我这辈子最重
要的选择”。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是杜道夫仍旧能够清晰
记得，自己入伍时激动的青涩模样。

“1949年4月底至5月初，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了整个
赣东北地区，随军而行的赣东北区党委和南下支队立即进行
接管，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为了培养人才，增强新生力量，赣

东北区党委创办了赣东北军政干部学校总校，在所属各县举办
干部培训班。赣东北革命老区的广大知识青年踊跃报考，学员
达8000多人。”杜道夫的记忆缓缓打开，“这些同志原本都有较
高的文化水平，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后，不少人成了全省乃至
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或是先进工作者和行业中的模范人物，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9年春的西藏，被叛乱的阴云所笼罩，直至1962年3
月，平叛作战才胜利结束。战争给西藏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一切百废待兴。”杜道夫谈起坚守雪域高原的经历，“1960年9月
我到达西藏，在那里度过了21年，先后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办公
厅和民政厅工作。从动荡年代到和平岁月，那些年什么样的苦
没有经历过，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这是一名军人应尽
的责任和担当。”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开始，杜道夫便下定决心为
党和革命事业奋斗终生，从青丝到华发，他对党的信仰从未改变。

和平，来之不易！

刘振江 1926 年 10 月出生于山东寿光县的一个普通家
庭。他的父亲不识字，因此将自己对知识的向往寄托在儿子
身上。刘父对刘振江的学业格外重视，在父亲的督导下，他以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初级中学。内战爆发后，学校停办，刘振江
在战火的逼迫下缀学。

“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我对时局十分关注，祖国统一是国
人心之所向。”1948年，刘振江毅然投身革命，“那时特别希望
能够参加革命，能够为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
令称：“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
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
的独立和完整。”自此，渡江战役打响。刘振江也投身于这场
著名的战役，并成为战争胜利的亲历者。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渡江战役结束
后，毛主席挥笔写就的诗句。“革命往往伴随着流血牺牲，在这
场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多人，都是血肉之躯啊！”刘振
江回忆起这场“天翻地覆”的战役，感慨万千。“学生时候只知
道时局不安稳，但是当自己真正从战场上走过一回，才能从心
底里体会到和平来之不易！”

难忘的经历让刘振江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强烈的归属感。1953年12月，他成功加入
中国共产党。“我的一生是党培养出来的，我一生都会感恩于
党，我要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解放战场上的文艺兵

1946年8月的一天，一支部队来到赵桂章的村子里，不到
14岁的她“跟着部队就走了”，就这样和同村的几个人一起参
加了解放军。她回忆说：“因为我家里是贫农，最初参军主要
是为了活下去。”生活贫困与阶级压迫让这个小姑娘决然离开
家乡，不顾年少体弱坚持跟随部队一起出发，她的人生轨迹也
因此被改变。到部队之后，由于年纪太小，赵桂章先被安排学
习文化知识。她在部队学会了认字、表演、唱歌、跳舞，很快就
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文艺兵。 （下转三版）

十个故事，读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听西法大十位离休老党员讲述红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小小红船到巍巍
巨轮，无论我们党走了多远，都没有忘记为什么出发，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为了推进学校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鲜活性和多元性，我们
走访学校离休老党员，听他们深情讲述和中国共产党血肉相连的

故事。这些故事诚挚感人，体现出老党员们无私的情怀和不忘初
心的执著。

让我们走进峥嵘岁月，听过去的故事……
（依照被访者入党时间排序）

王翠芬，河北定县人，1929年7月出生，1944年12月
参加革命，1942年6月入党，1985年9月离休。

马朱炎，陕西蒲城人，1926年11月出生，1949年2月
参加革命，1950年1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赵建学，陕西宜君人，1932年9月出生，1949年2月4
日参加革命，1950年2月入党，1993年9月离休。

刘振江，山东寿光人，1926年10月出生，1948年2月
参加革命，1953年12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罗楠，陕西渭南人，1929年6月出生，1949年5月参
加革命，1950年3月入党，1990年4月离休。

杜俊文，山西榆社人，1932年5月出生，1946年9月
参加革命，1951年3月入党，1992年9月离休。

杜道夫，贵州岑巩人，1928年10月出生，1949年6月
参加革命，1953年11月入党，1989年12月离休。

赵桂章，河北馆陶人，1934年2月出生，1947年8月
参加革命，1954年10月入党，1989年12月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