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拂去岁月尘烟，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大
事、要事，往往在某个特定的时段被人们忆
起，感召着人们继续前行。不知不觉间，时
光已经走进2024 年，这一年，是毛泽东同
志发表《为人民服务》80周年。

80 年前的 1944 年 9 月 5 日，革命战士
张思德带领战友们在陕北安塞烧炭时遭遇
炭窑坍塌险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张思
德将身边战友推出洞外，自己却被厚厚黄
土埋在下边，牺牲时年仅29岁。9月8日，
张思德追悼会在延安凤凰山下的枣园操场
上举行。毛泽东同志发表著名讲演，高度
赞扬张思德的崇高思想境界，系统阐述为
人民服务精神，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
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
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
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
志。”这篇演讲篇幅不长，但内涵丰富、
层次清晰、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思想深
邃、通俗易懂，深情诠释中国共产党的根
本宗旨，唤起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践行
党的根本宗旨而加强党性修养、无私奉献
牺 牲 的 政 治 自 觉 、 思 想 自 觉 、 行 动 自
觉，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牢固确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
教育意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坚
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下，胜利走过百
余年历程。从建党大业到建国伟业，从改
革开放到筑梦中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奔向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中国共产
党人自觉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启
民智、聚民心、汇伟力，推动伟大变革，
开辟伟大道路，创造伟大事业，取得伟大
成就。当年引领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南湖
红船，如今已成为领航强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的巍巍巨轮。

胸怀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回望百
年征程，纵然乱云飞渡，但中国共产党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踔厉奋发、笃行不
怠。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今日
世界风云际会，今日中国山河锦绣。新时代
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踏上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动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新征程。蕴含中
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绽放绚
丽风采。

《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赢
得民心》（济南出版社） 一书旨在立足中华
民族5000余年文明发展之大视野，面对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胸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以源远流长的中国传
统民本思想为逻辑起点，以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主题主线，以史为鉴、
砥砺当代、启迪未来，全景式展现中国共
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画卷，深情讲述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感人故事，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
民至上的崇高风范和博大情怀，深刻揭示
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奉
献牺牲、担当作为、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的
政治勇气与历史逻辑，集中诠释“为人民
服务者不朽、为人民服务精神永存”的主
旨大义。

（作者系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总经济
师、二级巡视员）

以史为鉴 启迪未来
□王楗夫

白驹过隙，转眼孔繁森离开我们
已经30年了。有多少人还记得他？有
多少人已经忘记了他？又有多少人
根本不知道他？这 30 年恰是祖国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 30 年，我们在

“天翻地覆慨而慷”之余，确实应该
为孔繁森，为孔繁森那个时代写点
什么。《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
森当翻译》（山东教育出版社、西藏
人民出版社） 的出版，让人感到惊
喜。该书深刻揭示了老西藏精神的
内涵，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
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并且告诉我
们孔繁森与藏族同胞同甘共苦、共
克时艰的精神风貌。它告诉人们——
特别是“90 后”“00 后”乃至“10
后”，什么是“时代楷模”，什么是领
导干部的楷模。

一打开书，扑面而来的是清新
的、像雪山一样纯洁的、独具藏语风
味特色的语言风格：

“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清晰得像
起伏的山峦，像天上的云彩。”

“他大老远从山东来这儿，图个
啥呢？云再高也在太阳底下，月亮再
亮也晒不干牛粪。”

“挥掉泪水，祈圣灵五体投地；
挥掉泪水，让歌声响彻云霄。让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好起来吧——扎
西德勒。”

“聪明的人用成果说话，傻瓜才
用舌头吹牛。”

“孔书记，酥油灯一拨就亮，你
来了，村子就会亮堂起来了！”

原生态少数民族的语言，简约而
生动形象，纯真质朴而天然，联想丰
富，充满哲理，节奏感强，语言魅力
得以充分展现。

报告文学的典型里有时代典型和
邻里典型。作为时代典型，他们是
先进典型、共和国的骄傲，是国家
认可的、人民大众佩服的。书写此
类典型，报告文学史中已有多个成
功的例子，如焦裕禄、陈景润、邓
稼先……关键是在写“时代楷模”、
先进典型时，除了突显他们的榜样

性、英雄性、传奇色彩、“高大上”
之外，还应写出烟火气，使作品通
俗 易 懂 ， 更 具 有 趣 味 性 。 如 李 延
国、王秀丽的 《张桂梅》，萧根胜的

《国瓷之光：李国祯传》，都有突
破，都值得称颂。今天，我们看到
阿旺曲尼的 《雪线上的奔布拉：我
给孔繁森当翻译》，在报告文学的画
廊里又为我们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
的孔繁森的画像。

与时代典型对应的是邻里典型。
此类典型的主人公不是叱咤风云的
英雄豪杰，身上没有引人入胜的传
奇故事，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都
是平凡的英雄，民间的好人。作者
抓住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写人性、写
人格、写人情、写人物命运，不禁牵
动人心，使人落泪。因不涉及此书，
在此不再赘述。

作 为 第 一 人 称 叙 事 的 主 体
“我”，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有时是作
者，有时是叙事主体。阿旺曲尼是孔
繁森的翻译、秘书和警卫人员，他的
条件得天独厚，他所用的大都是第
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在报告文学
作品中的魅力在此得以充分展现，
因此，他的作品产生了诸多冲击我
们心灵的力量。

阿旺曲尼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孔
繁森：访贫问苦、深入调查，与藏
族同胞同甘共苦、共克时艰的精神
风貌；建“查筑水塘”，吃“牛粪
烧土豆”，雪灾中嘴对嘴吸痰。抢
救藏族儿童仁青，孩子父亲那句话
让我铭刻在心，“仁青是共产党救
的，共产党长什么样？和毛主席一
样吗？”林嘎村的酥油加工厂、亚
欧村的岗巴羊加工厂、普村的青稞
酒厂、“养马新道”驼队的成立，
这一切都有孔繁森的贡献，都是为
西藏消除贫困作出的贡献。阿旺曲
尼为我们描述出了一个真实感人的
奔布拉楷模。

再看作者，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
主述者阿旺曲尼，他是一个耿直、赤
诚、热血的藏族汉子，有一股犟劲。
作为孔繁森的翻译和秘书，他手边的
总结、报告、批示一定少不了。但他
极少使用二手材料，别人用，他坚决
不用，他就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
感，写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自己的
真 情 实 感 ， 写 自 己 心 目 中 的 孔 繁
森，让事实说话，让真情发言，让
感情丰富，让闪耀着多彩光芒的、
真实鲜活的孔繁森的形象再次走进
读者心中，走进历史文化的殿堂，
这才是他的真切希望。

通过阅读后记，我们才知道这本
书是阿旺曲尼和 4 位作者共同创作
的，是团队创作。他们以阿旺曲尼
这位孔繁森精神的践行者之“口”
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孔繁森形象，让
楷模“说”楷模。作品不仅成功呈
现了一个真实的干部楷模孔繁森，
更是成功呈现了藏族同胞歌颂赞美
孔繁森的感人场景，充分肯定了援藏
工作，弘扬了老西藏精神。主述者
的精神风貌，作品巧妙的构思和设
计，让汉藏一家亲可观、可查、可
感，让读者对援藏工作的必要性、
重要性、艰巨性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有了深刻认识。

（作者系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报告
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让楷模“说”楷模
□张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