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入党故事”
20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无论

你的党龄40年、 30年、 20年……不管时光怎么流逝， 岁月如何变
迁， 当你想起入党宣誓的场景， 是否依然热血沸腾、 心潮澎湃。 你还
记得你入党时的难忘故事和感人情节吗？ 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
经历是怎样的？ 你是怎样践行党的宗旨履行党员义务的呢？ 为展现首
都职工在党的领导下守初心担使命的生动故事， 即日起， 本报面向全
市职工开展 “我的入党故事” 征文征集。 字数800字以内为宜。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不知不觉之间， 我加入中国
共产党已经整整28年了。

年少时的我， 带着懵懂的情
感对共产党员充满无比的崇拜。
我对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的老党员父亲说了一句话， 并悄
悄在日记本上写下了对党的誓
言： “我要努力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 幼稚的字体， 却有着青春
年少的那份执着和认真。

1975年秋， 18岁的我高中毕
业回到家乡。 在农村， 我白天参
加生产队的农活， 收工后， 在灯
下自学散文写作， 第一篇处女作
的发表、 第一次手写稿见诸报端
的怦然心动， 至今历历在目。 下
乡三年后， 我回城顶替母亲进厂
当了一名机修钳工。

第一天上班， 已有五十多年
党龄的父亲， 把日记本从抽屉里
找了出来， 要我好好重温曾写下
的那句誓言。 父亲提醒我： “儿
子， 记住立下的誓言， 既然有目
标， 就不能等待。” 年轻的心以
为只要在日记本上填上壮志豪情
就可以， 不知踏上社会要珍惜努
力才能获得的道理！ 父亲用平静

的目光望着我， 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 “努力学习和工作， 干出成
绩， 争取早日入党。”

在紧张的车间流水线上， 我
热情挥洒着青春的汗水。 在做好
本职工作之外， 坚持业余笔耕不
辍， 采写了不少有关一线工人的
稿件， 频频在报刊亮相， 得到厂
领导和职工的认可。

进厂第三年调入质检科， 在
担任科室团支部书记时， 我认真
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第五年
被厂党委列入培养对象。 1984年
9月， 因我离开工厂调入媒体工
作而搁置。

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后的
1985年2月， 我又认真写下第二
份入党申请书。 父亲获知后， 对
我说： “当一名好记者必须严格
要求自己， 自觉接受党组织的考
验， 要多学多跑多写， 不要让组
织失望。” 这些话让我在新闻岗
位竭尽全力， 努力学习， 提升自
己的采写能力和思想修养 。 同
时， 积极地向党组织汇报思想，
每年采写发稿始终名列前茅， 被
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

从入党积极分子， 到预备党
员， 再到成为正式党员， 时间如
白驹过隙。 1994年8月， 我实现
了人生最大的梦想和夙愿 ， 终
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
入党以后， 我更加勤奋工作。 一
丝不苟地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得
尽善尽美， 为新闻事业默默奉献
自己。

党的光辉无处不在， 每一份
努力的耕耘， 都成为鞭策我走向
崭新起点的动力。 28年来， 我一
直坚守在家乡媒体的最前沿， 孜
孜以求， 就是为了向党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 。 同时， 也可以
告慰已在天堂的老党员父亲。 我
想对尊敬的父亲说， 您不仅给了
我的身躯， 还造就了我的性格，
我秉承您的教诲 ， 面对人海浮
沉， 在平凡的岗位上恪守誓言、
竭尽全力。

誓言无声， 但决不是一句空
话， 它是一份责任和担当。 我会
把这份誓言坚守到生命的最后一
刻。 那50多年前写在日记本上的
誓言， 一如镶嵌在年轮的钻石，
在我心中， 恒久不变！

入
党

我
的

故事 □林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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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本上的誓言
日伪档案记载，1936年8月2

日， 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
车， 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
态，而是向看守人员要来纸和笔，
给7岁的儿子写下了一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
到教育的责任， 实在是遗憾的事
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
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永远没有再
见的机会了。 希望你，宁儿啊！ 赶
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
最亲爱的孩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
万语来教育你， 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
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

读罢这封连标点符号在内不
到200字的遗书，不由得令人涕零
而泣。 让读者深深感受到一位年
仅31岁的英雄母亲内心深处的舐
犊之情， 在国家危难时弃子报国
的无奈， 以及对孩子的未来所给
予的厚望。

赵一曼 （1905年10月－1936
年8月），原名李坤泰。四川省宜宾
县白花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抗
日民族英雄。 曾就读于莫斯科中
山大学， 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一曼
调到东北， 先后在沈阳 、 哈尔
滨 、珠河等地开展抗日工作。 曾
经先后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
第二团政治委员， 任珠河中心县
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东北
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
等职。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
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
后在昏迷中被俘。在狱中，受到日
军酷刑折磨，但她坚贞不屈，视死
如归。1936年8月2日，壮烈牺牲于
日军的屠刀下，年仅31岁。

面对千疮百孔的旧中国， 面
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华大地的践踏
和蹂躏， 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奋
起反抗， 涌现出了千千万万的巾
帼英雄。 她们是女儿、 妻子， 也
是母亲 。 当我们的民族危亡之
时 ， 当我们的国家四分五裂之
时， 当我们的人民遭受侵略者蹂

躏之时， 看起来弱小的女性， 挺
起了脊梁， 和男人一样奔赴争取
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战场。 英勇杀
敌， 演绎出一曲曲慷慨激昂的巾
帼英雄战歌。 赵一曼白马双枪，
让日本关东军闻风丧胆； 冷云等
八女投江壮烈殉国， 让侵略者汗
颜； 成本华带领安徽和县人民奋
起反抗日本侵略者， 被俘后视死
如归； 杨开慧带着儿子坐牢， 捍
卫真理、 捍卫爱情， 堪称巾帼典
范……

女子本不是弱者， 战争让女
人变得更加坚强和伟大。 然而她
们骨子里本真的善良、 柔情和母
爱是任何残酷的战争剥夺不去
的。 共产党员江竹筠在渣滓洞集
中营里，与敌人斗争的同时，没有
忘记自己的儿子。 她在遇难前两
个月， 用吃饭时藏起的筷子磨成
竹签， 蘸着由烂棉絮灰与水调和
在一起制成的墨水， 在如厕的毛
边纸上， 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遗
言 ：“……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
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
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孩子们决
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签是竹子做的， 共产党员
的意志是钢铁铸的”， 这是江姐
在穷凶极恶的敌人面前发出的共
产党员、 革命志士的铿锵誓言，
表现出来的铮铮铁骨。 一位即将
离开世界的母亲， 不忘对儿子的
悠悠寸草之心， 更不忘教育儿子
要有家国情怀 ， 堪称优秀的母
亲。

无论是赵一曼还是江姐， 她
们给孩子的遗书都显示出为国抛
头颅、 洒热血的无悔， 渗透着共
产党人为人民甘愿献出一切的共
产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 也
感受到了一位母亲的柔情和对儿
子的思念、 不舍和愧疚。 她们用
自己对党的忠诚， 对革命胜利的
信念， 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决
心， 用自己的生命， 给孩子最后
一次言传身教， 尽到了一位母亲
的责任。

女子本不弱 为母则更刚
□周脉明———读赵一曼给儿子的遗书

■特稿

我们何其有幸， 能够和伟
大的人物生活在同一片时空
里。 我们又何其不幸， 要亲眼
见证巨星的陨落 ， 时代的颤
抖。 袁隆平先生去世， 消息一
出， 举国哀悼， 悲伤沿着网络
攥疼了每一个人的神经。

相 信 很 多 人 和 我 一 样 ，
年少时被问到长大后想要做
什 么 ， 都 曾 说 过 “想成为一
个像袁隆平爷爷一样的人 ” 。
他是一种象征， 象征着卓越的
贡献、 崇高的荣誉和炙热的情
怀。

作为率先开展水稻杂种优
势利用研究的人， 一个让超级
稻亩产从700公斤到翻越1000公
斤的大关， 最终突破1500公斤
的人， 袁隆平是国之功臣， 更
是国之脊梁。

对极其重视滴水之恩当涌
泉相报的中国人而言， 袁隆平
先生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
题， 此等丰功伟绩让 “名垂青
史” 这个词语都显得黯淡、 轻
浮。 他理应属于星空， 在时代
的扉页上熠熠生辉， 而不应该
属于人间， 可偏偏他就俯仰在
最贴近尘世的黄土之上。

可转念一想， 他是把自己
也当作了超级稻， 种在了大地
上 。 耐得住寂寞 ， 踏实执着 ，
这是袁隆平精神的核心。 他不
需要华丽的羽毛和华美的歌
喉， 在腐殖质间扎根， 在风霜
雨雪下生长， 他便能茁壮， 便
能收获幸福。

在我的印象中， 他是一个
喜欢拉小提琴的老人， 衣着朴
素， 面目慈悲。 而看先生的近
照 ， 眉毛已经淡得看不见了 ，
不知是病情的影响还是岁月的
剥蚀， 脸上冒着斑斑点点。 虽
然双眼依旧明亮， 但也透着让

人心疼的疲惫。
这种疲惫， 是先生的一生

里积重难返的伤痕 。 一双赤
脚， 在稻田里的每一处都能
找 到 它 曾 留 下的脚印 。 在访
谈节目中， 袁隆平曾说： “我
带研究生有一个要求， 你下不
下田 ？ 你不下田我就不带 。 ”
他是真正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的人。 一滴汗珠， 穿越了严
寒酷暑， 落在稻苗上， 闪着比
露珠更加晶莹的光。

他爱水稻 ， 胜过爱自己 。
在云南时， 袁隆平遭遇滇南大
地震， 他毅然冲入危房， 救出
精心培育的种子 。 只要稻子
在生长期 ， 只要自己还能走
得动， 他就坚 持 每 天 都 下 田
观察。 为了保 持 视 力 ， 甚 至
做 了 上 眼 皮 拉 皮手术 ， 只为
了不让身体成为拖科研后退的
理由……

“要想不受别人欺负， 国
家必须强大起来 ”， 他的心中
装着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 也
装着十几亿的炎黄子孙， 而他
自己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
人。 他把自己看得很轻， 轻得

像一根稻子 ， 没有花哨的颜
色， 只知道生长、 结穗、 低下
头来。

斯人已逝， 但精神永存。
我相信 ， 所 有 葳 蕤 生 长

的 稻 米 都 会 记 住 先生当年的
倔强与奋不顾身， 记住那个伟
大的梦———水稻比高粱还高 ，
籽粒比花生还大， 先生坐在稻
穗下乘凉， 和水稻笑着相同的
弧度。

或许， 他并没有走远， 在
九月丰收的时节， 我们依旧能
看见他在稻田旁坐着， 笑容满
面， 小提琴在他的肩膀， 拉出
风吹稻浪的旋律。

是的 ， 在每一粒稻子里 ，
都有他的影子。

“发展杂交水稻， 造福世
界人民， 是我毕生的追求和梦
想 。” 如今 ， 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已经取得伟大历史性成
就， 载歌载舞的， 是田野间的
稻子 ， 也是街头幸福的人民 。
我相信， 先生应当是带着笑容
闭上眼睛的。

这一天， 时代的注脚多了
一颗温柔闪亮的明星。

每一粒稻子里都有他的姓名
□仇士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