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择一事而终一生

老付大名付耀春， 不老， 49
岁正值壮年。 警犬训练29年的资
历 ， 让他成为训犬队伍的佼佼
者。 叫他老付， 其实有尊重和敬
佩的意味。

罗尼、 虎子、 飞豹……老付
训过的警犬不下10条， 虽是生命
过客 ， 他却倾心相待 ， 视若珍
宝。

1993年4月， 老付新兵下连，
来到警犬训练基地参加培训， 罗
尼就在这时走进了他的训犬世
界 。 训犬界 “菜鸟 ” 带未成年
“小白”， 困难自然不小。 老付用
枯燥的强化训练打造 “开门钥
匙”， 激发训练热情、 加大信任
力度、 提高训练强度自不必说，
有时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重复近
千遍。 6个月时间， 老付和罗尼
几乎形影不离地共同训练 、 生
活， 到最后， 默契到只需一个眼
神， 罗尼就心领神会地把鞋子叼
到老付面前。 配制犬粮、 打扫犬
舍、 梳理毛发……看着罗尼越来
越 “懂事”， 老付更加甘心当起
了 “铲屎官”。 培训结束时， 罗
尼以全优的考核成绩， 通过了基
地苛刻考核， 陪伴老付来到边防
检查站开始全新执勤工作 。 之
后， 老付工作岗位几经变化， 但
陪伴他时间最长的， 只有罗尼。

服务实战， 才是警犬最大的
价值 。 除了日复一日的巡逻执
勤， 最让老付感到骄傲的， 是罗
尼在侦破案件中的优异表现。

2000年11月， 警方侦办一起

盗羊案时 ， 罗尼首次建功 。 那
次， 一农户家132只羊被盗， 朴
实的农家汉子因为 “钱袋子” 和
“命根子” 丢了， 愁得失声痛哭。
面对警方求助， 老付带着罗尼星
夜出征， 沿山路连续追踪30多公
里后， 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关
起的羊群， 抓捕过程中， 罗尼的
耳朵被嫌疑人扯掉一半， 鲜血淋
淋。 羊群失而复得， 农户露出笑
容， 老付却流下心痛的泪水。

警犬最佳工作年限是7年 ，
罗尼也一样， 随着年龄增长， 它
逐渐变得衰老， 因为腰椎有伤，
走路也变得困难起来， 看着它难
受的样子， 老付萌生了学医的念
头。 2001年11月， 他再次回到警
犬训练基地参加犬医专业培训。
可是， 就在他结束培训返回单位
不久， 罗尼因为伤病去世， 那段
时间里， 老付一直沉默寡言， 难
过了好久才缓过来。

“如果我懂兽医学， 罗尼是
不是会减些疼痛， 是不是就能多
陪我几年？” 每次想到罗尼的死，
老付都无法释怀。 后来， 为了提
升警犬治疗能力， 老付自费学习
畜牧兽医专业， 去年， 又通过考
试成为中国农业大学函授班学
员， 专攻动物医学。

2020年秋， 在警犬训练基地
举办警犬培训班期间， 由于季节
变换， 100只参训警犬中有7只出
现发烧、 流脓涕、 脓眼屎症状，
精神不振、 食欲不佳， 经过老付
诊断， 是感染了犬瘟热病毒， 这

种病， 治愈率低， 如果不及时治
疗会传染给其他警犬。 老付对症
下药， 对病犬紧急隔离、 消毒，
坚持每天早晚两次打吊针， 经过
一个月治疗， 病犬痊愈， 生龙活
虎地投入训练中。

警犬的犬瘟热好了， 老付的
妻子唐玉洋却恼了， 平时不回家
也就罢了， 可最近家中有事情，
他却连续一个月每晚为警犬打吊
针忙活到半夜 ， 根本顾不上家
里。

听着电话那端妻子的埋怨，
“心虚” 的老付没有反驳， 只是
沉默。 后来， 想想这么多年老付
对警犬耗费的心血， 甚至为了一
只牺牲警犬茶饭不思的样子， 唐
玉洋不仅气消了， 还有些心疼老
付。

2019年， 因为培训需要， 老
付一行到新疆一家犬场挑选警
犬。 “不论是眼神还是精神头，
都太像罗尼了！” 在几十条腾挪
跳跃的犬中， 老付一眼看中了一
条纯黑色东德牧羊犬。 带回基地
后， 老付给它起了名字， 还是叫
罗尼。 老付把对老罗尼的爱， 延
续到了新罗尼身上， 甚至严厉中
还有些 “溺爱”。 可惜的是， 由
于警犬培训教学繁忙， 半年后，
老付忍痛将 “重生” 的罗尼交给
他最看重的训导员 ， 还一再叮
嘱： “千万好好带啊！”

接下来的日子， 老付带着对
罗尼的爱， 全身心投入到警犬培
训当中， 编写培训教材2部， 发
表论文及教案10余篇， 先后自主
培训训犬骨干500余人。 身上无
数伤疤和警犬传染给他的皮肤
病， 是他从事警犬培训事业的光
荣烙印。 直到现在， 老付的左大
拇指和臀部还留着警犬撕咬的疤
痕， 无法再愈。

警犬无言， 使命如山。 从警
29年， 老付择一事而终一生， 在
警犬培训事业中闯出了一片新天
地 ， 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 、
个人三等功4次， 被评为公安现
役部队优秀士官、 士官优秀人才
二等奖。

提及未来的训犬之路， 老付
给自己立了个小目标： “重新编
印两本警犬培训教材， 再拍摄一
部警犬训导教学片……”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一生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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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历久弥新

□□钱钱先先峰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 100年来， 中国共产党经
过不懈努力奋斗， 带领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

我是一名有着34年党龄的共
产党员 ， 见证了我们党筚路蓝
缕、 艰苦奋斗， 到继往开来、 创
造辉煌， 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
傲。 回想我的入党故事， 至今仍
难以忘怀， 往事历历在目。

1986年我上大二， 是班里的
团支部书记、 系团总支委员。 当
时我们系的团总支书记马 老 师
找到我 ， 鼓励我积极向党组织
靠拢。 系党总支书记王老师也鼓

励我多学一些党的知识、 党章、
党的方针政策 ， 积极参与党课
学 习 。 我 萌生了入党的愿望 ，
庄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1987年， 我所在的党支部准
备发展我为中共预备 党 员 。 但
就在开发展党员大会之前， 期
末考试， 我的邻桌同学把我的试
卷拿过去抄， 我当时没有制止，
被监考老师发现了。 因为犯了这
个错误， 我的预备党员没有被批
准。

我的意志因此很消沉 。 王
书记找到我 ， 语重心长地对我

说：“一个人犯错误不可怕， 关键
是要认识错误、 吸取教训、 改正
错误。 你不要灰心， 党组织的大
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

听了王书记的话， 我重新燃
起了希望， 不仅更加严格要求自
己， 积极上进、 努力学习， 还帮
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共同进
步。 课余时间， 我大量阅读党史
读物， 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向一名
合格党员靠近。 经过不懈努力，

我终于通过了党组织的考查 。
1988年3月8日， 我光荣地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回到家后， 我把入党的消息
告诉了父亲， 父亲很是高兴。 我
的父亲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的一
名老党员。 直到离休以后， 仍然
在为小学生讲授党的历史、 光荣
传统。 他说： “我一生跟党走，
为党工作了一辈子。 你也要好好
学习， 毕业参加工作后继续为党

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学时代， 我们最爱唱的一

首歌， 就是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
的新一辈》， 盼望着学业完成后，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
设做出我们的贡献 。 如今 34年
过去了 ， 我也实现了上大学时
许下的诺言， 在工作中做出了我
的贡献， 从一名普通员工做起，
到车间主任、 党支部书记， 再到
公司的副经理、 副书记， 一路走
来， 没有辜负上学时老师对我
的殷切希望 ， 时刻以高标准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听党话、
跟党走。

今年7月， 聚焦中国共产
党发展历程的电影 《红船》 上
映， 同名原著随之摆上了我的
案头。

小说 《红船》 洋洋洒洒60
多万字， 记述了1919年到1928
年十年间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
史。 我沿着这条清晰的历史脉
络，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去
追寻 “红船精神”， 掩卷之际，
给我内心带来极大的触动。 阅
读这本书， 我被作者精心刻画
的历史人物所打动， 更为革命
者们救国救民的爱国精神所折
服。

作为第一部以长篇小说形
式系统再现中国共产党诞生前
后艰难历程的大型文学作品，
《红船》 以真实事件、 历史人
物为依托， 生动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从萌芽到壮大的光辉历
程。

1921年7月 ， 一艘画舫见
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艘
画舫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
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而
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
象征。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 播
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 开启了
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

《红船》 以真实的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为蓝本 ， 着眼
于大事， 落笔于伟人， 堪称历
史和文学的有机融合。 黄亚洲
作为知名党史专家， 对中国共
产 党 的 历 史 有 着 深 厚 的 研
究 ， 这本著作可以说是他从
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进行提炼梳
理和艺术重构， 在尊重史实的
前提下， 让故事内容以及人物
形象更加引人入胜和饱满立
体。

《红船》 以小说的形式表

达历史 ， 通俗性是其一大特
色。 书中， 作为革命先驱的陈
独秀、 李大钊、 毛泽东等人毅
然投身革命 ， 和黑暗势力斗
智斗勇 ， 甚至为了信仰而流
血 牺 牲 。 但在生活中 ， 他们
也是普通凡人， 有着不同的脾
气性格 、 兴 趣 爱 好 和 喜 怒
哀 乐 等 人 性 特 点 。 书 中 描
写了陈独秀与高君曼、 毛泽
东与杨开慧 、 周恩来与邓颖
超、 瞿秋白与杨之 华 等 几 对
革命伴侣的情感生活， 大大
增强了人物的血肉感， 摒弃了
脸谱化 ， 不仅平衡了紧张的
革 命 工作气氛 ， 还有效地拉
近了历史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
离。

小说擅长在细节描写上塑
造人物性格， 如毛泽东在长沙
讲课时让学生站在课桌椅上听
课的情景， 反映出毛泽东倡导
平等和尊重他人的秉性。 杨开
慧不愿意坐轿子， 彰显其对封
建社会糟粕陋习的痛恨。 而书
中完全虚构的人物， 如石头、
石花、 黑筐、 小扁担等， 使毛
泽东的形象有了背景， 显得更
加厚重丰富。

“红船精神” 是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 密 码 和 价 值 追
求 ， 代 表 着 不 忘 初 心 跟 党
走 ，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实
践态度。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
“红船精神” 历久弥新。 作为
新时代的一分子 ， 我们一定
要大力发扬 “红船精神”， 大
力弘扬党的光辉业绩， 把 “红
船精神 ” 转化为干事创业 的
强劲动力 ， 在各自的领域内
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 为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
瓦。

———读黄亚洲《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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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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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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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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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入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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