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
姓办事，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习近平

■ 点亮信仰灯塔

■ 破解百姓千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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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文珍 延媛 南卫东 乔建虎 祁小军 安阳日报记者 刘剑昆 报道

一颗真诚的心比金子更金贵
能参与这次采访，我是幸运的。
从安阳回到延安后，我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所见所

闻所感与家人分享。我想，如果没有这次采访，我大抵
一辈子也没机会踏上安阳这块热土。

在参观扁担精神纪念馆时，我看到一个惊人的数
据：石板岩供销社的职工，20 岁参加工作，送货到 50
岁，坚持30年，每次来回不空行，徒步往返百余里，每

年按上山送货260天计算，一个人30年相当于徒步绕
地球行走10圈。这样的精神令我动容。

在白长江的调解工作室，我看到桌上整整齐齐地
摆放着一本本调解备忘录，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纠纷
原因、调解经过和争议焦点，诉说着他的责任与担当。

…………
一颗真诚的心，比金子更金贵。无论是老一辈的

革命家，还是新时代的供销人、心系群众的调解人，他
们都真诚地把“人民”放在心上，都值得我们永久赞扬。

人的一生会走很多不同的路，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
也会有不同的思索和感受。从延安到安阳的采访之行，
除了留在记忆里的风景，还有很多值得一生体味的人生
思考。这些朴实无华的“为民故事”也一定会激励一代代
人，努力向上，奋力而为，更好地开创未来，成就未来。

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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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
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
要重的。”在延安革命纪念馆
内，一份 79年前的《解放日报》
记录了一位普通战士的追悼
会。

1915 年，张思德出生在一

个贫苦农民家庭，经历长征，多
次负伤，在炮火硝烟中成长为
一名坚强的红军战士，并于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生涯中，张思德当过
警卫连副班长、通信班长、警卫
战士等等，缝衣、喂马、站岗、放

哨、挑水、烧火，什么苦活儿累
活儿都抢着干，没有一句抱怨。

但不幸终究还是降临了。
1944年 9月 5日，潇潇秋雨

夹带着丝丝凉意。张思德像往
常一样带着突击队的战士进山
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突

发崩塌。为了保护战友，张思
德英勇地牺牲了。

那一年，他仅仅 29岁；那一
刻，他被铭记史册。

信仰是灯塔、是方向。
走进扁担精神纪念馆，映

入眼帘的便是老一辈供销人肩

挑箩筐、登山送货的青铜雕塑，
让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历史再度
被时光拾起。

这是 70多年前的事了。
石板岩镇地处太行山大峡

谷 ，当 时 有 320 多 个 村 子 和
2000多户百姓，且多数居住在
崖边，交通极为不便。可以说，
抬头是悬崖峭壁，举步是羊肠
小道。住在深山里的乡亲们想
买东西，只能冒着生命危险，翻
山越岭到山下或县城，唯一可
以运输物资的工具也只有扁
担。

为了解决乡亲们的生活难
题，1946年，共产党员尹兴德、
李林洹等 4 人，拿着当时的冀
南票 1821 元（相当于人民币
18.21 元），自发办起了石板岩
供销合作社。一张桌子、一根
扁担、一盏油灯、一个算盘，外
加 5间石板房便是合作社的全
部家当。

那一头挑着山外的世界，
这一筐装着山里的期盼。

靠着一根扁担和两个篓，
社员们将山里的农副产品送到
山外，把山外的日用百货运到
山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
趟趟在密林高山往返，被亲切
地称为“山里人心上的供销
社”。

张思德不语，已成丰碑；扁
担不语，已成精神。通过两地
实地采访，我们再次领悟那厚
重的为民情怀和赤子之心，只
有敬佩和感动。

■ 传承为民初心

“你们这些电工娃娃心里常
有我了，一有空就来看我，我这
心里特别暖……”刚从女儿家回
来，宝塔区枣园街道温家沟村王
皮湾小组村民侯凤莲就迎来了
上门探望自己的孙小峰，内心满
是感动。

孙小峰是国家电网陕西电
力张思德（延安枣园）共产党员
服务队的一员。自 70岁的侯凤
莲双腿残疾无法走路后，孙小峰

和队员们便成了她家中的常
客。不仅每月主动上门检查用
电情况，还定期帮她打扫卫生、
修剪指甲、洗衣服等，逢年过节
也不忘送来各类慰问品。侯凤
莲更是把手机里的“1号键”设为
孙小峰的电话，只要一个电话，
孙小峰就随叫随到。

张思德倒下了，千千万万个
“张思德”站了起来。

国家电网陕西电力张思德

（延安枣园）共产党员服务队成
立于1999年，是陕西省第一支张
思德共产党员电力服务队。在
这支服务队的引领示范作用下，
全市 13个县（市、区）已成立了
14支张思德共产党员服务队。
他们的共同心愿，就是把爱心送
给有需要的人。

传承为民情怀，安阳也在继
续。

石建宏是石板岩供销社党
支部书记。1990年来到石板岩
供销社，从一名营业员开始做
起，一干就是33年。

走进石板岩供销社体验店，古
色古香的木质货架上，土特产和旅
游纪念品琳琅满目。石建宏正在
收银台前忙着给游客装袋打包。

石建宏与供销社的渊源，还
得从他的父亲说起。“从 1960年
参加工作，我父亲就在石板岩供
销社，一直干到退休。”石建宏
说，记得小时候父亲在供销社的
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回家，总是
忙着上山下乡给乡亲们送货。
可以说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
了供销事业。也正是父亲的责
任担当、默默奉献，鞭策着他在

工作岗位上奋斗多年，激励着他
更好服务群众。

殊不知，在此期间，石建宏本
有机会去省城工作发展，但他却选
择了放弃。问及原因，石建宏轻声
道，因为舍不得山里的这份工作。

一根木扁担，两代“供销
情”。再回首时，虽已时过境迁、物
是人非，但“一根扁担挑家业，两个
肩膀担真情”的为民情怀却不变。

“为人民服务一棵参天树，枝
繁叶茂不竭枯，民心是沃土……”
延河水畔，太行上下，为民服务
的歌声依旧响彻耳畔。

作家东野圭吾笔下的“解忧
杂货铺”令人神往：只要写下烦
恼丢进一个投递口，隔天就能收

到回信。
而在延安，就有这样一间

“解忧杂货铺”。

“四娃，这次的交通肇事，陈
宝赔偿 1.6万元作为你的后继补
偿，你看公道着不？”

“公道着了！”
“行！我一会儿把协议写

好，你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咱
以后谁也不反悔了。”

…………
这是甘泉县桥镇乡桥镇村

党支部书记、九平调解工作室负
责人樊九平调解交通事故的一
幕。

樊九平与调解工作的缘分
源于自己生活中的亲身体会。

“小时候经常看见邻里邻居
因为种地多一铧少一犁吵架甚
至打架，那时我就想，这些事儿
也不是什么大事啊，为啥就没个
会说话的人把这些事儿说和说
和。”在外学习完说书回乡后，利
用自己的说书技艺，樊九平巧妙
调解了村里的土地纠纷、财产纠
纷等矛盾，上访人群没了，邻里
邻居和睦了，他恍然找到了人生

方向，就想一直当个爱管“闲事”
的和事佬。

“鸡毛蒜皮不敢小看，人民
调解把优势占。走东家到西家，
化解矛盾解疙瘩……”这是樊九
平自编的陕北说书，也是他用心
用情解民忧的真实写照。

其实在安阳，这样的“解忧
杂货铺”也有很多。林州市人民
法院“老白调解工作室”便是其
中一间。

“我们在河北一处工地干活
儿，马上年底了，还没拿到一分工
钱。您能不能帮帮我们？”近日，
白长江接到了林州市桂林镇七泉
村农民工连某某的求助电话。

白长江是这间“解忧杂货
铺”的主理人，是安阳市首席法
律咨询专家、林州市人民法院

“老白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
了解情况后，白长江在连某某的
带领下走进了工头家中。经过
协商，工头同意用自家房子抵押
贷款，可光审批也得 3天时间。

之后，白长江立即联系当地农
行。听说涉及 29名农民工的工
资，农行工作人员立刻向省农行
汇报。取得特事特办的答复后，
白长江赶忙和工头来到房管局，
农行工作人员也一同前往办理
相关手续。

第二天下午，拿着沉甸甸的
工钱，29名农民工高兴地回家
了。

因为热心耐心、公平公正，
白长江的“解忧杂货铺”10多年
来从不缺客源，甚至还吸引了不
少人加入。

如今，林州市 109个行政村
和居委会都成立了“老白调解志
愿服务小组”，志愿调解员近千
人，共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
1.3 万余起，收到群众感谢信
3000余封、锦旗2000余面。

从北到南，越过高山、穿过
平原，变幻的是风景，不变的是
初心。你说我跑，破解“百姓
愁”，暖心之举温暖着两座城。

● 白长江（左一）接受记者采访

● 学员在《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现场教学活动

在延安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张思德花岗岩雕塑巍然矗立，身姿英
挺。一批又一批学员齐声诵读《为人民服务》。过往的人们或侧耳倾听，或驻足沉思。

秋风远逝，在500余公里外的太行山下，安阳市林州市石板岩镇扁担精神纪念

馆人潮涌动，迎来了一波又一波游客。
穿越两城，从延安到安阳，看似不同的小城，却有着颇多相似之处。它们，是“诞

生精神、初心永恒”的地方，也是“聚焦钙源、写满故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