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素而整洁的房间内，一身志愿军戎装挂
在老战士孙景坤的床边。这是孙景坤住进辽宁
丹东市光荣院后的唯一要求。他最爱穿的，仍
是这套军装。

年近期颐，褶皱的脸上写满岁月的痕迹，
但每当国歌和军歌旋律响起，老人总是目含敬
意，深情致以军礼。这一刻，老战士神采奕奕。

孙景坤，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镇山城
村原第一生产队队长，先后参加四平、辽沈、
平津、解放长沙、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等战
役战争，英勇顽强，屡立战功。退役后毅然回
乡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是共产党员吃苦在
前、公而忘私崇高品质的典范。

孙景坤说，他不是英雄。但他所做的一
切，却尽显英雄本色。

冲锋陷阵 英勇顽强

“这是我经历过最惨烈的战斗。”孙景坤眼
噙泪花，慢慢回忆，“那场激战下来，好多战友
都牺牲了，阵地上最后只剩下我们4个人……”

这场战斗，本不会有孙景坤的加入。
1950年，刚从海南战场胜利归来的孙景

坤，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40军119师的一名战
士，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一次战斗中，他腿
部中弹，被送回丹东治疗。

可孙景坤“养了一个多月伤，心里时刻想着
奋战在朝鲜战场的部队和战友”，腿伤还没好利
索，就第二次跨过鸭绿江奔赴前线。因为没有找
到之前的部队，只好再次回国。当他费尽周折打
听到自己部队的下落后，第三次奔赴朝鲜。

三别故土、三次渡江，让孙景坤参与了这
场激战。

这次战斗，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的1952
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支
援了著名的上甘岭战役。

当年10月27日，残酷的争夺战在161高地
进行。那时，阵地上的3营8连只剩下副连长支
全胜和5名战士，他们已把爆破筒和手榴弹抱在
怀里，准备随时与敌人展开最后的战斗。

“孙景坤，带队在20分钟内送8箱手榴弹和
2箱转盘枪子弹到高地上去！”营长下达命令。7
连副排长孙景坤临危受命，带领9名战士，冒着
敌人密集的火力进攻冲向高地。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马上投入战斗！”支
全胜一把搂住孙景坤。

“副连长放心，保证守住阵地！”孙景坤立
即安排增援战士各就各位。敌人又开始进攻
了，孙景坤和战友们奋力阻击。从中午到深
夜，孙景坤和战友们一连击退了敌人6次进攻。

这次战役后，孙景坤荣立一等功。后来，
他被朝鲜授予一级战士荣誉勋章，作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回国英雄报告团成员，受到毛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孙景坤身上至今还留下20多处伤疤。“现
在腿上还有一颗子弹没取出来。”他指着腿上一
块已经变黑的皮肤说。

解甲归田 造福桑梓

1955年复员时，孙景坤放弃了可以留在城
市的机会，选择回到自己家乡山城村务农。

从农民到战士，又从战士回归农民，在谈及
这一选择时，孙景坤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只
要能够为老百姓做一点事情，在哪里都一样。”

回乡第三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到生产队劳
动，很快就被选为第一生产队队长。自此，他几十
年如一日扎根乡村，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

山城村处于鸭绿江支流大沙河转弯处，那时
防洪能力薄弱，修堤筑坝迫在眉睫。孙景坤就带
头用筐挑、用肩扛，带领乡亲们筑起一座堤坝。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城一队的山光秃秃
的。孙景坤又带着乡亲们拎水上山，在滚兔岭
上栽下落叶松。如今，落叶松长成了材，树干
粗得连一米八几的大个儿都抱不住。

后来，孙景坤发现后山适合种板栗。他又
是培植又是嫁接。几年过后，后山栽满了板栗
苗，成了村民生活来源。

孙景坤还带领乡亲们挖淤泥，造台田，台田
上种玉米，台田下种水稻。就这样，荒弃的土地变
成了“聚宝盆”，实现了玉米水稻双丰收。

一段顺口溜，村里依然在流传：“山城一队
北部湾，当年就是烂泥滩，一遇水涝就不收，
如今变成米粮川。”

“我们现在过上了好日子，都得感谢孙老。”
说起孙景坤，山城村的乡亲们都竖起大拇指。

老党员刘振发记得，“村里种植蔬菜，要挑
粪施肥，一个担子挑两个木桶，装满了有100
多斤，还得走8公里的盘山土路，孙景坤那时每
天都带头干。”

回乡务农数十载，孙景坤从不怕吃苦，他
常说：“躺着享受，怎对得起牺牲的战友！”

深藏功名 淡泊名利

辽沈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平津战役中，
荣立二等功；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荣立二等
功；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一次、三等
功一次……

孙景坤屡立战功，但是回乡务农后，他却
从不主动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荣誉，更没有借着
荣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就连他的儿女，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对父亲所获的荣誉一无所
知。直到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平移重建征集资
料时，孙景坤默不作声地将立功证书、立功喜
报和部分珍贵老照片捐了出来。

刘振发回忆，很多年前，听一个叫张德胜
的孩子讲起，他曾经读到一篇文章提到“奋战
在危急情况下的副排长孙景坤”，立即拿到孙景
坤面前，兴奋地说，“二大爷，你是书上的英
雄！”孙景坤却淡然否认，“那不是我”。

张德胜一字一句地念文章，孙景坤还是否
认，“重名了，不是我。”直到念到副连长支全
胜的名字时，他突然插嘴，“他才是真英雄，腿
都打没了。”随后，孙景坤叮嘱张德胜把书收起
来。

军功章他深藏，入党时间他牢记。即使97
岁了，孙景坤也能准确说出入党时间：“1949年
1月，在北京，参军一整年时。”这个经历过硝
烟与鲜血考验的身份，他珍惜了一生。

“老人从来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身上
那份朴实纯粹，让人感动！”山城村党支部书记
邱大鹏说。

(据《人民日报》)

买买提江·吾买尔是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伊宁县温亚尔镇布力开村党支部原书
记、村委会原主任。从 1981 年走马上
任，到 2001年因病离任，一干就是 20
年。2006年，布力开村在伊宁县被列为
集中整治重点村。乡亲们希望买买提江·
吾买尔继续带领大伙一起干。“乡亲们需
要我，我就得站出来！”买买提江·吾买尔
坚持带病复出，一干又是12年。

如今的布力开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村民生活幸福美好，各民族群众亲如一家。

“村里有困难，党员要冲在
最前头”

2006 年再次当选村党支部书记后，
买买提江·吾买尔第一时间在村委会办公
室召开党员大会。他说：“我们是党在最
基层的代表，一定要守好阵地。村里有困
难，党员要冲在最前头！”

会还没开完，就有村民来到村委会院
子里；买买提江·吾买尔索性把党员大会挪
到了院子里，“我们去听听乡亲们怎么说。”

会上，买买提江·吾买尔把村民反映
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会后，他随即把村
里的党员分成两个组，一组负责清查村里
的账目，一组负责清查村里的土地，还请
来村民现场监督。

通过清产核资，发现村里欠债52万
元，4名村干部涉嫌违纪违法。后来，在
有关部门支持下，这4名村干部被严肃查
处，长期低价发包的集体土地、果园被收
回并全部公开竞价承包，村集体经济由负
债52万元变为年收入超百万元。

“解决当下的问题，是给群众一个交
代。要想让群众放心，必须完善制度。”
买买提江·吾买尔推动完善村财务管理制
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制度。

布力开村党支部还推行党员承诺制，
要求村里的党员在村民大会上对每年计划
开展的工作作出承诺，以便更好地服务群
众。在买买提江·吾买尔的带领下，布力开
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明显提
升。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
我最大的心愿”

乡亲们的拥护，让买买提江·吾买尔更
有干劲。“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
的心愿。”他带领村民想法子、找项目、跑资
金，建成480平方米的集体门面房，建起了
红砖厂，还新建了一个肉羊养殖小区。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为民办实事的底
气更足了。买买提江·吾买尔带领村民大

力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安装了路灯，新
修了柏油路，在居民点打了井，修建了3
座桥，实施了8000亩中低产田改造……

布力开村人多地少，买买提江·吾买
尔带领村党支部一班人，挨家挨户了解情
况，帮助村民找致富门路。

党员马玉林勤快、能吃苦，买买提
江·吾买尔鼓励他养鸡。听说博乐市小营
盘镇建了规范化养鸡场，买买提江·吾买
尔就陪他去参观学习，还帮他协调解决了
场地和水电问题。2011年，马玉林养了5
万只鸡，还在村里成立了玉林蛋鸡养殖专
业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养鸡。2020
年，布力开村养鸡数量突破50万只。

“除了鸡，我们还靠牛羊养殖富起来
了。”刚从集市赶回来的艾牙司丁·伊力亚
斯告诉记者，自己卖了105只羊，每只卖
了1600元。

2012年，买买提江·吾买尔带领村民
成立牛羊专业养殖合作社，艾牙司丁·伊
力亚斯和其他 10 位村民成为第一批社
员。在合作社，技术员定期指导，饲料统
一购买，销路统一开拓……9年来，合作
社越办越红火，社员们的收入越来越高。

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布力开村
还修建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每年组织开
展农民职业技能大赛、农民运动会等活
动，形成文明健康新风尚。据统计，2020
年，布力开村人均收入达到19523元，村
集体收入达到214.77万元。

“既然是一家人，就得把家
人的事放在心上”

“在我们这里，各族群众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日子越来
越好！”在布力开村，村民这样对记者说。

布力开村全村 1442 户、6225 名村
民，有维吾尔族、汉族、回族、东乡族、
哈萨克族等10个民族。

为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买买提江·吾买尔想了不少办法：不管谁
家有婚丧嫁娶，买买提江·吾买尔都号召大家
一起帮忙；村里专门开辟联谊场所，还建起了
排球场、篮球场，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既然是一家人，就得把家人的事放在
心上。”买买提江·吾买尔说。2008年，28岁
的村民李素兰得了癌症，两次手术、3次化
疗下来，家里经济困难。买买提江·吾买尔
了解情况后，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300元
给李素兰，后来又帮她开小商店补贴生活。

在买买提江·吾买尔的带动下，村民
互帮互助的氛围日渐浓厚。2018年，在
一次闲聊中，马玉林得知哈萨克族邻居阿
曼太没有钱为儿子操办婚礼，他立即解囊
相助，还介绍阿曼太去养鸡合作社工作。
如今，阿曼太用挣来的钱买了几头牛，发
展庭院养殖，日子也过得红火了。

这阵子，村里的路正在翻修，买买提
江·吾买尔一有空就去工地巡查。“虽然已
经退休了，他还是闲不住！”看着丈夫的
背影，妻子努尔布维·米吉提笑着说。“只
要乡亲们需要，我一直都在。”买买提江·
吾买尔说。

(据《人民日报》)

初见李宏塔，这位72岁的老人虽满头银发却精神矍铄，
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李宏塔是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
席。他当过兵、做过工人，而后又在共青团、民政、政协等系
统工作。他传承红色家风，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以严治
家，在工作生活中始终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处，是党员领
导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典范。

艰苦朴素，传承优良家风

“父母言传身教，告诫我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李宏
塔说。小时候在北京生活时，他曾骑一辆父母在旧货市场上买
来的自行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

后来，随父母工作调动，李宏塔来到安徽读书。曾有人给他
家送来几袋葡萄干，放学回家后的李宏塔，当时年纪小不懂事，
拆开一包就吃起来。父亲知道后当即批评了他。“我们只有一个
权力，就是为人民服务。做了一点工作就收礼物，这不是共产党
人干的事。”随后，父亲把葡萄干原样退回，李宏塔吃掉的那一
包，也一同折价返还。

“父亲身体力行，严格要求，久而久之，我也知道了该如何做
人做事。”李宏塔说。工作期间，他从不搞特殊化，除了极少数赶
时间的重要公务外，他从不坐专车，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

李宏塔的爱人介绍，担任领导工作20多年，李宏塔骑坏了4
辆自行车，穿坏了5件雨衣、7双胶鞋。随着年龄增大，2003年他
将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自己还笑称是“与时俱进”。

深入基层，了解群众心声

1987年，38岁的他已在共青团系统工作多年，组织
上拟调他到新的岗位上工作。征求意见时，他说：“给老
百姓多办实事好事，就是我的最大心愿。”

2003年夏天，淮河发生水患，李宏塔带着民政厅有
关人员来到安徽省颍上县建颍乡箭井村和王岗镇金岗村察
看灾情。那时已经有了救灾帐篷，还搭了简陋的庵棚，可
一些受灾群众依旧露天睡在淮河大坝上。李宏塔走进帐
篷，顿感热浪滚滚，暑气灼人。他叫工作人员用温度计测
量，帐篷里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他和工作人员随即
建议当地党政机关带头腾出办公室对受灾群众进行二次安
置。几天后，当地就动员党政机关腾出办公室，妥善安置
了数万名受灾群众。

“视孤寡老人为父母，视孤残儿童为子女，视民政对
象为亲人。”这是李宏塔常说的三句话。在安徽省民政厅
工作期间，李宏塔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基层度过。他经
常步行进村入户调研，从百姓家里出来，他再依次到乡

镇、县市座谈。
2000年前后，安徽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规范乡镇财

政收支管理。此前，乡镇承担了部分五保供养经费，改革
后会不会影响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厅
长的李宏塔十分关心这个问题，立即组织工作人员走访调
研。“为困难群众讲话、办事，有什么好顾虑的？一定要
深入下去摸实情，把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为完善改革措施
提供参考。”看到有的同志心存顾虑，李宏塔坚定地说。

就这样，李宏塔带头下去调研，撰写材料上报，建议
加大对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保障力度。最终，五保对象的
基本生活得到了有力保障。

严于律己，坚守党员本色

李宏塔曾在合肥化工厂氯化车间做过工人。在这里，李宏塔

与工友们打成一片，工作十分积极。没多久，就成了厂里的业
务骨干，他却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李宏塔一家三口在一套55平方米的旧房里住了16年多。
根据安徽省当时的干部住房标准，晋升副厅级后，李宏塔可以
住7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然而1984年，他却搬进位于楼房最
西面一套冬冷夏热的两居室。

工作期间，李宏塔先后4次主持分房工作，却从未给自己要
过一套。每到分房时，李宏塔都把自己排在党员干部排序的最
后面。

在共青团合肥市委工作时，单位要分给他一套大房子，但
当看到年轻职工急需婚房，他坚持用自己的一套大房换了3套
小户型，分给单位的3个年轻人。“需要房子的职工那么多，还
是先解决他们的困难吧。我觉得我的生活条件已经很好了。”
李宏塔说。

每次单位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李宏塔的捐款
数总是排在前面。低保户过年的饺子皮没着落、前来求助的下
岗工人没带伞……类似的小事，他都放在心上。平时遇到困难
群众，他也会随时把身上带的钱拿来帮助解决问题。

2008年初，李宏塔刚到省政协工作，正赶上安徽发生雪
灾。

为了调研情况，李宏塔连续8天奔赴3市，挨家挨户查
访。午饭时间，李宏塔走进路边的一家小面馆。“老百姓的事
就是大事，能抓紧点就抓紧点，不要为吃饭这种小事耽误时
间。”李宏塔说。

退休后，李宏塔也没闲下来，他加入中华慈善总会，为改
善中西部困难群众的生活继续奔走忙碌。“服务群众是件幸福的
事，”李宏塔说，“共产党人要始终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
其实我做的事情，都只是作为共产党员的分内之事。”

（据《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孙景坤——

一生践行铮铮誓言
●辛阳

新疆伊宁县布力开村党支部原书记买买提江·吾买尔——

“只要乡亲们需要，我一直都在”
●阿尔达克

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宏塔——

“老百姓的事就是大事”
●韩俊杰

买买提江·吾买尔在学习政策文件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七一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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