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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故事

回望初心，点亮征程

花开须是牡丹时（中国画） 杨清茨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5184期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百年奋斗，四

海归心。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

征程中，曾经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他们

跨越国界，坚定追随，在中国革命和建设

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是来

自朝鲜、越南、美国等地的外籍中共党

员。他们中既有风云传奇的百战将星，

也有医术高超的医学专家；既有业务精

湛的红色 翻 译 ，也 有 谱 写 军 歌 的 著 名

作 曲 家 ……他们绝大多数在中共早期

党史上，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这些肤色不同、语言各异的外籍党

员，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风雨同路人，作为

追随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者，拥有同一

种理想信念，铸就了同样的信仰忠诚。

他们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在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关键时期，用自

身行动增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

的影响。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品格，

是鲜艳党旗上一抹特别的红，也是纪念

建党百年的宝贵财富。

一

1955 年 9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

授衔仪式在北京中南海举行。洪水作

为被授衔的外籍军官，他的少将军衔格

外引人注目。

1925 年，洪水来到中国，1927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唯一一个随红军

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越南人。在漫

长的革命征途中，洪水经受了血与火的

洗礼，也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难考验，

甚至因误解而遭受排挤。

1935 年，洪水随朱德、刘伯承在由

红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中工作。因

支 持 北 上 抗 日 ，反 对 张 国 焘 的 分 裂 阴

谋 ，他 刚 刚 恢 复 的 党 籍 再 次 被 错 误 开

除，并被扣上一顶“国际间谍”的帽子。

洪水虽屡遭打击，意志却越磨越坚。张

国焘率左路军南下，在西康的一次恶战

中，队伍被打散，洪水只身北上追赶右

路军。他面对重重困难，没有退缩，乔

装成藏民，一路帮工、讨饭，凭着赤胆忠

心，终于在 1936 年初，一步一个脚印地

走到了延安。为了中国革命，在不到半

年时间里，他连续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战友们无不为他钢铁般的意志及对中

国革命的满腔忠诚所感动。毛泽东曾

当众评价：“洪水的性格是执着、透明

的。这样的干部使用得好，是驰骋千里

的骏马，否则就是爱尥蹶子的马。”

在洪水 3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有

20 多年是在中国度过。他能文能武，懂

越、中、英、法、俄五国文字；琴棋书画、

吹拉弹唱、戏曲表演，样样都有涉猎。

他 参 与 创 办 了 我 军 历 史 上 第 一 个 剧

社 ——工农剧社，并担任社长，为革命

进行政治宣传。洪水的工作能力和奉

献精神，赢得红军将士的普遍尊敬。几

十年后，担任过红军学校校长的何长工

深情地说：“洪水同志对红军学校的文

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洪水受命奔赴山

西抗日根据地，成长为宣传队伍里“不

卡壳的机关枪”，是一位具有写作、编

剧、翻译等多种才能的“中国通”。

1950年，为加强中越两党两军联系，

经胡志明和毛泽东同意，洪水第三次来

到中国，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越南科负

责人。此后，他又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和训练总监部

《战斗训练》杂志社社长。面对新中国国

防现代化建设百业待兴的局面，洪水在

岗位上兢兢业业，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繁重工作，

1956 年 初 ，洪 水 被 查 出 肺 癌 晚 期 。 此

时，他越发思念祖国，便向组织上申请

回国。鉴于洪水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

献，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他安排专列，并

亲自为他送行。望着这位来自异国的

老党员，毛泽东深情地叮嘱他，等回国

治好了病，欢迎再来中国。周恩来紧握

着洪水的双手，关切地询问病情，两人

都禁不住流下依依惜别的热泪。彭德

怀则告诉护送洪水回国的干部，见到胡

志明主席时，要明确地向他报告，洪水

同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是

积劳成疾，中国人民永远感激他。

1956年10月21日，洪水在河内病逝，

终年48岁。

在那漫长艰苦的革命道路上，有很

多外籍党员成为我党我军优秀的军事指

挥员。他们表现出对党的高度忠诚，为中

国革命浴血奋斗，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

比如中共早期领导人李铁夫（朝鲜人）、在

长征中牺牲的外籍高级将领毕士悌（朝鲜

人）、创建中国炮兵的奠基人武亭（朝鲜

人）……我们不会忘记，在鲜红的党旗上，

他们用鲜血凝聚的功勋和荣耀。

二

在中共外籍党员中，马海德是第一

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把自己

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他与中国有

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曾经，一场席卷全球的可怕瘟疫，

让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才 8 岁的乔治·

海德姆死里逃生。当时，为应对这场危

机 ，美 国 出 现 很 多 提 供 免 费 医 疗 的 医

生。一位好心的老医生亲自到家里为

贫穷的海德姆一家治疗，还带去珍贵的

食物，帮助他们一家转危为安。这让年

幼的海德姆从内心深处升起一个强烈

愿望：“长大了，我一定要当一名医生，

为天下穷困人看病！”

如果说年轻的海德姆充满治病救

人的理想，那么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则

让他的人生信念发生了质的转变。

在瑞士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海德

姆正式成为一名医生。此时，他不顾父

母反对，毅然前往中国上海考察热带病。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正遭受日

寇铁蹄的践踏。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

白色恐怖，让上海充满血雨腥风。海德

姆 接 触 社 会 现 实 愈 多 ，内 心 就 愈 加 沉

重。“我可以每天治好一个中国病人，可

是这个社会制度却可能让成千上万人

在同一天死去，所以我考虑再三，出路

只有一条，那就是投身革命”。海德姆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整个

中国都处于苦难的时候，个人的问题都

微不足道。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争取

解放的事业十分关注。”

通过在上海结识的朋友路易·艾黎

和史沫特莱，海德姆认识了宋庆龄，知道

中国竟然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苏区还有另外一种崭新生

活。更让海德姆欣喜异常的是，宋庆龄请

他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去革命圣地

延安。在这片生机勃勃的红色土地上，海

德姆不但实现了拯救穷人的梦想，获得更

多用手术刀救治病人的机会，还从内心深

处逐渐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为表达跟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到底的

坚定信心，海德姆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陕

甘 宁 回 族 地 区 人 民 容 易 接 纳 的“马 海

德”。1936年 10月，马海德决定加入中国

工农红军。战争时期，马海德曾担任军

委卫生部、中央外事组和新华社等部门

顾问。1937 年，马海德经吴亮平介绍正

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积极筹建陕

甘宁边区医院，建立白求恩国际和平医

院总院，为来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做翻

译，还陪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

朗飞往延安访问毛主席。马海德努力为

延安创建扩大医疗体系的同时，还向世

界传达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声音，让外

界知道中共为了争取和平、制止内战作

出了怎样艰苦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周恩来

总理批准，马海德成为加入新中国国籍

的第一个外国人。后来，马海德致力于

性病与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为中国消

灭性病、防治麻风病作出了杰出贡献。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中国人

民永远不会忘记，来自世界各国的外籍中

共党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给予的宝

贵援助和支持。他们中无论是受国际共

产组织派遣，比如国际主义战士汉斯·米

勒（德国）、柯棣华（印度），还是受中国共

产党感召，被誉为新四军中活着的“白求

恩”罗生特（奥地利）、“白求恩”式的战士

傅莱（奥地利），都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

逐步认识和深刻理解，最终坚定不移投身

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洪流中。

三

百年非凡的奋斗历程，我们党在内

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

攻坚克难中壮大。共产党人的坚毅笃

行，不断感动着来自敌对阵营的人，他

们由最初的反共到理解，最终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一员。

1941年 6月的一天凌晨，八路军在山

东牟平伏击一个日军小分队时，俘虏了两

名日本兵。其中一名就是小林宽澄。八

路军用门板当担架，一路克服千难万险抬

着他撤退。小林宽澄一心求死，两次跳

河，但都被八路军救回来。让小林宽澄感

到意外的是，在八路军队伍里，对像他这

样的俘虏不仅不打骂，而且还给他们细心

治病疗伤，在生活条件上也高过普通士

兵。他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

1941 年底，在延安工农学校学习的

小林宽澄加入了八路军，参加了反战组

织。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在离据点仅三

四百米远的地方对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

传。躲在据点里的日军骂他是“可耻的叛

徒”“卖国贼”。他却坚定地说：“兄弟们，

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去我们的国家杀害我

们的父母？而我们的士兵却杀害了中国

人，我们这是在侵略他们的国家……”

抗战胜利，小林宽澄通过山东军区

政治部主任舒同介绍，于 1946 年加入中

国 共 产 党 。 回 国 后 的 小 林 宽 澄 ，担 任

“日本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会”会长，终

身致力于中日友好。2015年，年过 90高

龄的小林宽澄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观礼，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

亲自颁发的奖章。这位为国际共产主

义无私奉献的战士，获得了崇高荣誉。

与小林宽澄经历相似的，还有后来

为世界反法西斯作出贡献的日籍中共党

员佐藤猛夫等人。他们在和中国共产党

深入接触的过程中被感化，最终加入并

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战斗在一起，以实

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

跨越国界的风雨追随
■王 龙 冯俊龙

在建党百年之际，我禁不住回想起

自己入党时的情景。

我出生在冀南平原一个殷实的农

民家庭。家中有几位长辈是复转军人，

对党有着深厚感情。他们见证了这个

时代的飞速变迁，也目睹了共和国从一

穷二白到繁荣稳定的艰辛历程。在他

们的青春记忆里，一颗红心向着党，唱

红歌、看红色电影，党的光辉始终环绕

在身旁。后来在课本上，我知道了黄继

光用身躯堵枪眼，开辟胜利道路；董存

瑞勇炸碉堡，舍生取义……每每读到这

样的故事，我都会深受震撼。他们身上

的英雄气质深深地感染着我，在我心中

早早点燃理想的火焰——早日入党。

2006 年 冬 ，带 着 对 未 来 的 美 好 憧

憬，我身着国防绿走进战略导弹方阵。

这是一支曾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

出突出贡献的英雄部队，是高原火箭兵

精神的发源地，涌现出了如贺先觉、高

国骞等一批老典型，他们的精神和事迹

不断激励着我，争做高原火箭兵的精神

传人。

入营后，我始终恪守一个信条：就是

听党话、跟党走，向“两弹元勋”和高原火

箭兵模范学习，党叫干啥就干啥。祖父也

经常在电话中教育我，要积极地向党组织

靠拢，多学习党的理论，多了解党的历史，

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新兵下连后，我很快融入这支英雄

的部队。那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那

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那一件件闪着神

秘光泽的新装备，都会带给我无穷的力

量。革命先辈身上的赤子心、人民情、

英雄气，历久弥新，为我树立起一个个

精神的丰碑——

我不会忘记，20 世纪 60 年代末，第

一批创业者们“上不告知父母，下不告

诉妻儿”，一头扎进深山草原，仿佛从世

上消失了一样。难耐的头痛、狂跳的心

脏、压痛的肺部、反酸干呕的胃……但

他们的意志却似红柳一般，沙打不迷、

风吹不倒，扎根高原不动摇。

我不会忘记，高级工程师高国骞在

即将离开工作了 39 个年头的部队时，

有人问他：“是什么让你对导弹事业如

此痴迷？”他这样回答：“是党给我带来

了春天，我要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献

给党的事业。”

我不会忘记，一位年轻战士因国防

施工而牺牲，当他母亲知道唯一的儿子

噩耗后，千里迢迢赶到部队。临走时，她

没向组织提任何其他要求，只带走一捧

风雪高原上的黄泥土，以寄托对儿子的

思念……

“我不是英雄，但是我在这个英雄的

集体里”。我们与这个群体有着相同的

心灵密码，有着共产党人共有的精神基

因。它像一盏灯，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

当兵第二年，我就满怀激情地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层层选

拔和考验，我很快被确立为入党积极分

子。此后的日子，我从警勤岗位先后调

整至驾驶、新闻宣传等多个岗位，无论

在哪个岗位上，我都告诉自己要埋头苦

干，不计得失，任劳任怨。

2009 年 9 月，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

好日子。在团政治处会议室，面向鲜红

的党旗，我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成为一

名正式党员。那一刻，我满腔的热血充

盈心田，从此烙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

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

那天晚上，我激动地给家人打电话

报喜，祖父竟在电话那头高兴得抹起眼

泪……

这以后，我采访报道了扎根高原 44

年、矢志科研的高级工程师张德富；放弃

高薪、毅然到山村小学支教的军嫂魏转；

组建55年、连续54年立功受奖的“东方神

剑第一哨”……

他们的故事，感染着我，也让我更加理

解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信念。他们与我熟

悉的那些英雄们一起，激励着我在军旅生

活中，一步步踏实地向前迈进。

一步步向前
■陈小强

走向那支大橹，走向那只船篷，走

向那片水声，走向那条义无反顾的航

线，走向那个伟大的方向。

往那个方向走，就是再一次走向

自己的意志，走向我们全身血液奔腾

的节奏，走向创造，走向初心，走向我

们应该遵从的召唤。

让我，跟着你们走吧，跟着这支队

伍走——嘉兴红船，旗帜是如此鲜艳，

那么，就让我，犹如重走长征路一般，

戴上红五星的军帽，扎起红军的绑腿，

跟着这支队伍。

我会走到烟雨楼前，想象我的民族

整整一百年的烟雨。我会走到那艘骄

傲的红船旁，想象惊天的浪涛，想象凶险

的暗礁，想象船头剧烈的起伏，也想象划

桨者与领航者的万般冷静与百折不挠！

我知道，一百年前开始的，是一次最

伟大的航行，而我今天这次小小的旅行，实

际上，也是那次伟大航行的延续。此刻，我

周身血管涌动的，仿佛是那次航程的波

浪。迎面吹着的呼啸的风，仿佛是一阵阵

枪林弹雨的声响，仿佛是越过大江的百万

雄师的呼喊，仿佛是改革开放的声声号角，

仿佛是一个国家走向强起来的步伐！

是的，我今天参加的，并不是一次小

小的旅行。我也是战士，我也是水手，我

也是百年征程的参与者！我是在参与接

力赛，我是在接受伟大的检阅。我的祖

国和民族正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招手！

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时刻——

属于我自己的一次小小航程，一次有

红旗指引的航程！

伟大航程
■黄亚洲

革命摇篮大别山，火炬燃遍鄂豫皖。

打富济贫谋生路，烈士鲜血染杜鹃。

每每想起这首脍炙人口的红军歌

谣，犹如又打开了那一卷卷恢宏、悲壮

的革命史诗，让我想起那腥风血雨、浴

血呐喊的战争岁月，想起鄂豫皖革命根

据地那片红色沃土，更让我想起我的故

乡——被誉为“红军故乡，将军摇篮”的

大别山腹地安徽省金寨县。

在隆重纪念建党 100 周年前夕，我

专程赶到心仪已久的金寨县城梅山镇，

瞻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金寨县

革命博物馆。

在 满 山 红 杜 鹃 的 簇 拥 下 ，那 巍 巍

矗 立 、镶 嵌 着“ 燎 原 星 火 ”四 个 大 字 的

革 命 烈 士 纪 念 塔 映 入 眼 帘 ，这 是 当 年

挺 进 大 别 山 的 冀 鲁 豫 野 战 军 司 令 员

刘 伯 承 所 题 写 的 。 走 进 由 冀 鲁 豫 野

战 军 政 委 邓 小 平 题 写 馆 名 的“ 金 寨 县

革 命 博 物 馆 ”，犹 如 步 入 一 座 凝 重 、辉

煌 的 时 空 隧 道 ，让 人 饱 览 金 寨 人 民 用

战 斗 、牺 牲 、奋 斗 、欢 庆 之 情 描 绘 出 的

历 史 长 卷 。 工 作 人 员 告 诉 我 ：战 争 年

代 ，金 寨 县 先 后 走 出 11 支 红 军 部 队 。

枪 林 弹 雨 锤 炼 出 了 大 批 战 斗 骨 干 。

1955 年 ，我 军 首 次 授 衔 时 ，59 位 将 军

系 金 寨 籍 的 红 军 战 士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金 寨 县 被 追 认 为 革 命 烈 士 的 有

10618 人。

在 博 物 馆 内《艰 苦 的 岁 月》专 栏

前 ，工 作 人 员 讲 述 了 女 红 军 张 尚 文 舍

子救战友的故事。张尚文 17 岁投身革

命 ，被 选 为 乡 苏 维 埃 副 主 席 。 在 战 斗

生 活 中 ，她 与 红 军 指 导 员 汪 乃 应 结 婚

并 生 下 一 子 。 1934 年 ，红 军 主 力 离 开

大 别 山 区 开 始 长 征 ，党 组 织 决 定 留 下

少 数 红 军 部 队 ，坚 持 根 据 地 的 游 击 战

争 ，张 尚 文 的 丈 夫 就 在 留 守 之 列 。 由

于敌人不间断地反复扫荡，130 多人的

红 军 游 击 队 只 剩 下 20 多 人 ，饥 饿 威 胁

着 每 个 红 军 战 士 的 生 命 ，战 斗 考 验 着

每名红军战士的信念。1935 年农历冬

月 的 一 天 早 晨 ，红 军 游 击 队 正 在 雾 气

腾 腾 的 挥 旗 山 上 埋 锅 做 饭 ，突 然 林 子

里 枪 声 大 作 ，尾 追 的 敌 11 路 军 又 包 抄

过来了。情急之下，张尚文当机立断，

背起孩子带着身边的同志向山下竹林

撤退。竹林前面有处 1500 多平方米的

荷 塘 ，斗 笠 般 的 荷 叶 将 水 面 遮 盖 得 严

严 实 实 。 张 尚 文 急 中 生 智 ，说 了 声

“跳”，就第一个跳入荷塘。紧跟着，其

他 同 志 也 扑 通 、扑 通 跳 下 了 水 。 刺 骨

的 冰 水 针 扎 一 般 ，大 家 咬 紧 牙 关 忍 受

着 。 但 此 时 她 背 上 的 孩 子 ，一 个 未 满

周岁的孩子怎么能忍受得了呢？就在

她 入 水 的 瞬 间 ，背 上 的 孩 子“ 哇 ”的 一

声 哭 了 起 来 。 这 一 声 啼 哭 ，就 像 在 她

心上捅了一刀。她担心敌人听到孩子

哭 声 ，危 及 到 荷 塘 里 红 军 战 士 的 安

全 。 一 场 生 死 抉 择 ，摆 在 这 位 年 轻 母

亲的面前。“孩子是娘的亲骨肉”，可红

军 战 士 是 革 命 的 火 种 ，是 老 区 群 众 的

依靠，是胜利的希望，不能因为孩子连

累 了 红 军 。 为 救 红 军 ，这 孩 子 …… 身

边 的 红 军 战 士 看 到 她 的 眼 泪 ，一 切 都

明白了，伸手来夺孩子。此时，搜山的

敌 人 一 边 鸣 枪 ，一 边 嚎 叫 着 向 山 下 扑

来 。 在 这 紧 急 时 刻 ，张 尚 文 从 背 上 解

下孩子，眼一闭，把孩子摁到水里……

水 面 上 冒 出 的 串 串 气 泡 ，让 她 的 全 身

都 在 颤 抖 …… 路 过 荷 塘 边 的 敌 人 ，一

边 喊 叫 ，一 边 盲 目 地 向 水 中 开 了 几

枪 。 转 瞬 间 ，便 是 令 人 窒 息 的 寂 静 。

敌人是在荷塘边埋伏？还是已经撤走

了 ？ 荷 叶 下 的 红 军 战 士 谁 也 摸 不 清 。

为 防 万 一 ，唯 一 的 选 择 只 有 焦 急 地 等

待 。 直 到 午 后 ，远 处 响 起 的 军 号 声 才

证实敌人已经撤走。多么难熬的时刻

啊 ！ 当 张 尚 文 爬 上 岸 ，一 位 死 里 逃 生

的游击队员迎面跑来告诉她，放哨的 4

名 同 志 被 暗 杀 ，她 丈 夫 汪 乃 应 也 在 其

中。丈夫被杀害，孩子被淹死，如重锤

击顶，张尚文顿时天旋地转、栽倒在荷

塘边……

睹物思人，令我这名后来者刻骨铭

心、肃然起敬。这时，在场的—位党史

讲述员，指着张尚文的一张老照片告诉

我，新中国成立后，张尚文任乡妇女干

部、县妇联常委。1957 年，她出席全国

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

她还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被评为全

国劳动模范……

金寨是革命老区，也是“红军失散

人 员 ”较 为 集 中 的 地 区 。 经 安 徽 省 各

级 政 府“ 摸 准 对 象 ，细 致 调 查 ，走 访 取

证 ，逐 一 审 批 ”，金 寨 县 有 3597 名“ 红

军失散人员”享受着定期生活补助，政

府 拨 专 款 在 梅 山 镇 修 建 了“ 红 军 村 ”，

让 部 分 老 红 军 离 休 干 部 落 叶 归 根 、安

度晚年。

风展红旗如画，峥嵘岁月如歌。

老一辈金寨人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一

座座不朽的丰碑，留给后人汲取不尽的

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人们投身振兴中

华的宏伟事业。回望百年历程，共和国

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今天的金寨

人把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精神结合起

来，放飞“红军后人立壮志，愿把老区换

新颜”的宏图大志，迈开新长征的脚步，

铸就了一座座新的丰碑。

大别山，红军的故土，一山一水一

丹心；金寨县，将军的摇篮，一草一木一

忠魂。故乡啊故乡，你塑造的精神，你

培育的传统，你开创的伟业，像漫山遍

野的红杜鹃绚丽夺目，似奔腾的江淮之

水，万古流芳！

血
染
的
红
杜
鹃

■
吴
明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