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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中华文明·节气遇到美食

一位 71 岁的老人， 终日奋战在

高温火花中，只为给我国焊接事业贡

献力量。

说到他的坚持不懈，他的亲人会

心疼无奈；谈起他的无私培养，他的

徒弟们会红了眼眶；了解他的淡泊名

利，人们都不由被他的平凡而伟大深

深折服。

1985年，艾爱国入党。秉持“做事

情要做到极致、 做工人要做到最好”

的信念，他在焊工岗位奉献 50 多年，

多次参与我国重大项目焊接技术攻

关，攻克数百个焊接技术难关。 作为

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 他倾心传

艺，在全国培养焊接技术人才 600 多

名。

“钢铁裁缝”几十年练就“钢铁”

本领

【外面鹅毛大雪， 他的工作服却

拧出了汗水】

1969 年，19 岁的艾爱国扛着行

李从湖南的罗霄山脉来到湘江边的

湘潭钢铁厂，由知青变为焊工。

1983 年，原冶金工业部组织全国

多家钢铁企业联合研制新型贯流式

高炉风口。 如何将风口的锻造紫铜与

铸造紫铜牢固地焊接在一起，成为项

目的最大难关。 还是普通焊工的艾爱

国，主动请求一试，他提出采用尚未

普及的氩弧焊工艺，当时国内还没有

先例。

艾爱国用湿棉被挡住身体，用石

棉绳缰包住焊枪， 在高于 700℃的高

温材料旁持续奋战。 寒冬腊月，外面

鹅毛大雪，而他一身工作服却拧出了

汗水。

整整 5 个月的奋斗后，经 X 射线

检查， 他焊的 21 个风口全部符合国

家技术标准。 因在这次攻关中表现突

出， 艾爱国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艾爱国在技术突破上从不满足。

全国职工自学成才奖、 中华技能大

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半个多世

纪以来， 他凭借高超技能为我国冶

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技术

难关 400 多个，获得数不清的奖项。

【“钢铁裁缝”练就“钢铁”本领】

作为钢铁厂的焊工，艾爱国自称

为“钢铁裁缝”。 几十年如一日的理论

钻研与实践操作，练就了“钢铁”般的

硬本领。

湘钢人都知道，艾爱国没有什么

业余爱好。 每天下班回家，上了楼就

不再下楼， 一头钻进焊接理论书籍

中，常常研读到深夜。

在同事们看来，艾爱国在焊接过

程中分毫不差，这个人简直是“特殊

材料做的”。

艾爱国最擅长的是焊紫铜，这是

让很多焊工都望而却步的领域。 为焊

接一个地方要把整个铜件加热到七

八百摄氏度，人很难接近。

“焊紫铜的时候头发紧贴头皮、

皮肤绷紧，手会不自觉地颤抖。 不知

道自己能坚持到第几秒，手也会因为

高温出现一片片的红色水泡， 可以

说，对心理和肉体都是一种煎熬。 ”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爱国的徒

弟欧勇说，“面对这样的身体极限，人

的本能是逃避，而师父是勇于面对。 ”

“如师如父”精心培养焊接人才

【汗臭、卷尺和专业书】

50 多年来，艾爱国手把手培养的

600 多个徒弟都已在祖国各地发光发

热。 他们当中，不少人获得了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

誉。

“师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汗臭味’。 ”欧勇告诉记者。天热的时

候，他安全帽上放草帽，肩膀上搭一

条毛巾，就外出干活了。 焊工出汗多，

有时候加完班回来， 浑身一股汗臭

味。 人家说“哎，劳模，赶紧去洗澡啦，

下班休息了”，他说“等会儿”，就喊上

徒弟来练习，抓住他们的手，一个一

个地教。

艾爱国对工具的爱惜出了名。

卷尺是焊接的常用小工具。 一

次，艾爱国的徒弟吴涛刚领了一把新

的卷尺，气割的时候有火花，把卷尺

烧坏了。 艾爱国非常心疼，说：“我这

么多年从来没有烧坏过一把卷尺，随

身用的工具就是你吃饭的家伙，你不

能吃着饭就把碗筷扔掉了。 ”

“焊工是易学难精。 没有爱好，就

不会动脑子，就是机械式地干活。 ”艾

爱国常说，他利用业余时间编著《最

新锅炉压力容器焊工培训教材》《焊

接技术及自动化》等书，随身带着各

类专业书籍送给徒弟，指导学习。

【无偿培养下岗工人和农村青

年】

近年来，艾爱国着力无偿培养下

岗工人和农村青年，先后向 200 多人

传授焊接技术。 他常说：“做好传帮

带，实现高技能人才的传承，是我的

责任。 ”

“如师如父” 是徒弟们对他的定

位。

来做学徒的农村青年没有地方

住，他就自己想办法腾出办公室让他

们住下。 每次徒弟们去家里，他都坚

决要求不要带任何礼物，却默默为他

们准备一桌子的零食。

他连续多年坚持免费给个体户、

民办企业的焊工培训上课，每次都是

“满座”。 他开启“在线答疑”模式，所

有工人都有他的微信， 有事找他，他

总是有问必答。

农村孩子刘四青父亲早逝，他 15

岁开始跟随艾爱国学习焊工，一学就

是 6年。 艾爱国像父亲一样照顾他的

生活，指导他的学习。“培训完后我去

新疆工作三年， 后来回湘潭工作，他

去我们公司做技术指导，一眼就看到

了我。 ”刘四青说，“他一直在关心着

我们的成长。 ”

“当工人就要当一个好工人”

【年过 7 旬， 仍战斗在生产科研

第一线】

艾爱国在湘钢工作一辈子，最高

职务就是焊接班的班长。 他的老同

事、退休职工李宁记得，上世纪 80 年

代， 领导想从职务的角度提拔他，但

艾爱国婉言谢绝领导好意，“我还是

安心从事自己的岗位”。

艾爱国的女儿在广东生活，前几

年想接退休的老父亲过去享清福，却

因此和艾爱国争吵起来。“你如果想

让我多活几年， 就让

我继续工作， 工作对

我来说才是休息。 ”艾

爱国说。

如今他已 71 岁，

却仍然战斗在湘钢生

产科研第一线。早上 7

点半前上班， 下午 6

点半后下班， 艾爱国

的作息如时钟一般规

律。 他一个人生活，早

饭和中饭在厂里吃，

晚饭就自己做清粥、

面条。

在湘钢， 一线生

产工人都是开着小轿

车上下班， 可艾爱国

还是几十年不变地骑

着他那辆破旧自行

车。 同事们劝他：“你

那么出名了， 也该买辆汽车享受享

受。 ”他总摇摇头说：“骑自行车挺好，

省事。 ”

【干到老学到老，永葆工人本色】

有记者发现艾爱国在人民大会

堂领受“七一勋章”时穿的还是工作

皮鞋，惊讶地问他原因。

“天天都穿工作皮鞋， 脚已经习

惯了，其他鞋一穿就打脚。 ”艾爱国乐

呵呵地说。 领奖当天的西服也是好多

年前买的，一直舍不得穿。 因为缺一

条西裤，他就带着西服去商店挨个配

颜色，舍不得买一套新的。

“一定要保持工人本色， 当工人

就要当一个好工人。 ”艾爱国说。

干到老、学到老，艾爱国坚信，实

践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理论中找

答案。 在高难度的焊接任务中，有很

多罕见的金属材料。 通过反复研究、

累积实验，艾爱国对材料的优缺点都

了然于胸。 组建焊接研究室后，他的

工艺研究对焊接技术起到了大作用。

令全厂职工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从

事科研， 艾爱国 58 岁时自学了五笔

打字和工程制图软件。

50 多年来，艾爱国以“拼命三郎”

的劲头引领着我国焊接事业不断发

展。“我对自己的技术要求是达到极

致。 只有做到极致，才能发挥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他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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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44 年 9 月 8 日，毛泽东在战

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作了一次影响

深远的演讲。 这篇题为《为人民服

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 从

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

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张思德的一生，是“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一生。 张思德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贯穿历史，走进伟

大的新时代，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谱系中。

为了人民，勇于牺牲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

通”的一员。 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

山深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 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于 1933 年创

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 12 月，张

思德参加红军， 不久加入共青团。

1935 年， 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

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 随

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 1937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

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

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

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

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

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在长征途中，张思德挺身而出。

饥肠辘辘的战友在草地里发现了

“水萝卜”，他抢过叶子以身试毒，不

幸中毒昏迷， 经抢救苏醒后便说：

“这种‘水萝卜’有毒，千万不要吃，

快告诉大家。 ”

1942 年春，他在杨家岭大礼堂

工地参加劳动。 上大梁时支架突然

断裂，他只身一人上前顶住，挽救了

梁下施工的工人和战友， 自己却受

了伤。

面对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

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

济封锁， 张思德以敢于压倒一切困

难、 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

精神带领战友进山烧炭。 他白天挖

窑伐树，晚上守在窑口查看火候，昼

夜劳作，不知疲倦。

像张思德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人

不怕苦、 不怕死， 为了中华民族独

立、中国人民解放，秉承着为人民服

务精神，历经千难万险，建立了人民

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为了人民，艰苦奋斗

平日里，张思德处处先人后己、

时时无私奉献，始终关心同志、爱护

战友。

生活简朴的张思德有一只搪瓷

碗，伴随他三过雪山草地，碗壁上坑

坑洼洼，搪瓷几乎掉光了。部队发了

新碗，他直接把新碗送给别人，自己

依然用旧碗。

1941 年冬，张思德和战友在执

行任务途中，发现一辆车陷入冰河。

他当即脱下鞋袜， 跳入刺骨的冰河

中又是破冰，又是推车。

几十年来， 张思德精神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人奋进。 官兵们说：“张

思德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兵， 什么是

为人民服务。 ”

自 2018年起，张思德生前所在

部队、 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每年都会

评选一次“张思德式好官兵”。

“站在张思德雕塑旁，踏着老班

长的足印前进， 我感觉我有着用不

完的力气。”某部干事韩野在被评为

2021年“张思德式好官兵”时说道。

精神如炬， 坚定远行。 为了人

民， 中国共产党人正向着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勠力前行。

为了人民，甘于奉献

张思德常用浓重的四川口音

说：“事情总是人办的！”踏实肯干的

奉献精神伴随他一生。 只要对革命

有益，对人民有利，他都争当先锋。

一次部队合并整编， 张思德被

调到中央警卫团， 由班长变成了战

士。 他主动发言，“当班长是革命的

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的需要，班长

和战士的职责不同， 但为党工作是

一样的。 ”在他的带动下，“老班长”

们纷纷放下思想包袱，踏实履职。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思德

仍在无私奉献。

那是 1944年 9月 5 日，天下着

雨， 张思德和战友们照常进山赶挖

新窑。 突然，炭窑坍塌，张思德没有

丝毫犹豫，把战友推出炭窑。 他，把

生的机会留给了战友， 把死亡留给

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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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一批批来到延

安市张思德广场上的年轻人， 都会

面对高达 6米的张思德雕像， 高声

诵读。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向中国人

民作出的庄严而神圣的承诺。

据《人民日报》

本报记者 王丰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个节气“雨

水”已经过去几天。

雨水节气的到来，代表了气温开

始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故取名

为“雨水”。 这个时候人们会明显的感

觉到湿度逐渐升高，但在北方的呼和

浩特，此时冷空气活动仍较频繁。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有提到：

正月中，天一生水。 春始属木，然生木

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 且东

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 意思就是

说，雨水节气前后，万物开始萌动，春

天就要到来了。

“雨水” 节气也正好是正月十五

前后，这个时节，人们已经吃腻了肥

酒大肉，营养已经过剩。 再加上雨水

节气中，地湿之气渐升，且早晨时有

露、霜出现。 因此雨水前后，饮食调养

应侧重于调养脾胃和祛风除湿。

而赤峰的对夹正好是面与肉的

结合制品，表皮干而不硬，焦而余酥。

赤峰对夹源于一种“杈子烧饼”，其用

一定比例的油水和面, 外用小米面或

糜子面擦酥,并涂以酥油,食用之前火

烤片刻即成，内夹熏肉，外焦里嫩，味

道极美。 这种烧饼与普通芝麻烤饼除

了在和面和制作工艺上有所不同外，

还在于从吊炉取出之后，再摆到一种

铁制杈子上， 回炉以微火重烤一遍，

这样做成的烧饼，外脆内软，别有风

味。 对夹内的熏肉也十分讲究，精选

十几种配料调味，香而不腻。 对夹外

表金黄，层次分明，具有北方特点，香

酥脆，肉细嫩，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亦有南方淡淡的茶香， 沁人心脾，具

有理气、养脾之功效。

据说， 赤峰对夹有这样的来源：

1917 年河北人苏文玉、苏德标父子迫

于生活，到内蒙古地区的赤峰城做买

卖，当时赤峰有一种非常有名的烧饼

叫“哈达火烧”， 苏家便以卖烧饼为

生。 后来，苏家受到老家一种类似于

对夹的特色小吃———驴肉火烧的启

发， 便产生了制售夹肉烧饼的想法。

说到烧饼夹熟肉，苏家更是独具优势:

原来苏家一亲戚，清朝末年在“奏事

处”当厨子，经常到北京裕盛楼肉铺

买肉，就把皇宫里御膳房熏肉的技术

传授给了裕盛楼的人。 当时，15 岁的

苏德标在裕盛楼肉铺学徒，他既能干

又有心计， 终于学会了宫廷熏肉法。

苏家整合了哈达火烧、驴肉火烧和宫

廷传统熏肉三项工艺，制作出了一种

具有独特工艺和风味的夹肉烧饼，起

名为对夹。 从此，对夹这种特色小吃

便在赤峰诞生了。

后来， 赤峰对夹开始走出赤峰，

风行东北以及华北地区。 时至今日，

这种食品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也已

遍地开花。 在“雨水”这个节气里，赤

峰对夹“燃火”全城，被津津乐“尝”。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哈拉哈

达镇针对村级各类矛盾纠纷时有发生、群

众参与社会治理内生动力不足、 民主管理

水平不高的现状，以乡风文明“积分银行”

为切入点， 积极探索出一条村民主动参与

基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新路子，不断

激发村民参与镇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有效提升。

科学“定积分” 在要做什么上精准靶向

哈拉哈达镇围绕解决农村“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顽疾，村一级设立乡风文明“积

分银行”，将基层治理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结合起来，以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方向，设立“积

孝”“积善”“积信”“积勤”“积俭”“积美”6 个

方面 28个具体积分项。“积分银行”内部权

责清晰、分工明确，行内设置积分评定工作

组、积分经费保障组、积分业务宣传组 3 个

小组，并结合村情实际和村规民约，制定了

与发展生产、环境卫生、孝老爱亲、维护稳

定等重点问题紧密结合的《“积分银行”积

分评定办法》及内生动力不足、失德失信等

负面清单。

民主“评积分” 在推动治理上凝聚合力

哈拉哈达镇采取“网格化”管理模式，

以“网格化+信息化”工作为基础，充分发挥

标语、展板、“村村响”大喇叭的作用，发动

镇村干部、 党员、 各类先进典型带头参与

“积分银行”，组织各类“积分银行”活动 30

余次。 哈拉哈达镇细化积分管理方式，坚持

一条一事，一条一赋分，由网格员对网格内

所有村民的积分进行统一管理， 积分线索

以户为单位建立台账，采取个人自荐、村民

参与、 组织推荐三种方式对积分线索进行

收集，实行“每周一测评、每月一登记、每季

一兑换、每年一公示”制度，最终由各村积

分管理委员会进行评定， 定期张榜公示并

接受广大村民的监督、查询，有效破解村民

参与基层治理“作用难发挥、表现难评价、

成果难长效”问题。

有效“用积分” 在激发动力上务实创新

为进一步实现村民参与社会治理从

“要我干”变为“我要干”，哈拉哈达镇每季

度持有积分的村民可以凭积分记录卡到

“爱心超市”换取米、面、油等必要的生活物

资或村内志愿服务队提供的免费服务，以

利益机制引领道德取向、价值导向。 哈拉哈

达镇村两级将“积分银行”的排名作为评选

“优秀网格员”“道德模范”“好家风示范户”

“美丽庭院户”等活动的重要参考，累计开

展表彰活动 6次，评选“道德模范”15 人，使

参与“积分银行”成为新风尚。 通过积“德”

成“分”，“抢着干”的村民越来越多，“站着

看”的村民越来越少，乡村旅游、庭院经济

等产业被带活。

胡影

为了人民 服务人民

“七一勋章”获得者丨大国工匠艾爱国：当工人就要当一个好工人

内蒙古巴林左旗哈拉哈达镇：“小积分”撬动基层治理“大支点”

赤峰对夹“燃火”雨水节气味蕾

榜样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