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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 郑明达）国家主席习近平
24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西副总统莫朗。

习近平请莫朗转达对博索纳罗总统的诚挚问候，赞赏博
索纳罗领导的巴西新政府致力于发展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西分别是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都是重要的新兴市场大国，拥有共同发展的愿望和巨
大的发展潜力，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两支重要力量。建交45
年来，两国关系硕果累累。当前，中巴关系正处在继往开来的
关键节点，双方要继续坚定将对方视为自身发展的机遇和伙
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把中巴关系打造成为发
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典范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和繁荣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巴西繁荣发展。中巴合作互补性强，
中方欢迎巴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愿同巴方加强发展规划对
接，实现共同发展。相信中巴合作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莫朗首先转达博索纳罗总统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和良好
祝愿，并转交博索纳罗致习近平的亲署函。莫朗强调，博索纳
罗总统领导的巴西新政府继续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
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高度评价中国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作出的重要贡献，视中国为相互信任、稳定可靠的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合作和友谊，与中国携手
并进。巴方愿促进本国“投资伙伴计划”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
接，拓展贸易、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欢迎中方扩大对巴投资。
巴方感谢中方支持巴西今年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愿同中
方加强在金砖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
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杨洁篪、何立峰等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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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3版）
1960 年初夏，不到 20 天时间，张

富清的老家接连发来两次电报：第一
次，是母亲病危，要他回家；第二次，是
母亲过世，要他回去处理后事。

工作繁忙、路途遥远，考虑再三，
他没有回去。

“为什么没有回去呢？那时国家处
于非常时期，人民生活困难，工作忙得
实在脱不开身，只能向着家乡的方向，
泪流满面，跪拜母亲……”时隔多年，
张富清在病中，专门在日记里写下当
年的心境：“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一
个共产党员，我怎能因为家事离开不
能脱身的工作？”

这就是张富清的选择：战争岁月，
他为国家出生入死；和平年代，他又为
国家割舍亲情。

2012年，张富清左腿突发感染，高
位截肢。手术醒来后，他神色未改，只
自嘲一句：“战争年代腿都没掉，没想
到和平时期掉了。”

张富清担心“子女来照顾自己，就
不能安心为党和人民工作”。术后一周，
他就开始扶床下地。医护人员不忍：牵动
伤口的剧痛，他这么大岁数怎么承受？

令人惊叹！术后不到一年，88岁的
张富清装上假肢，重新站了起来。

没有人见过他难过。只有老伴儿
孙玉兰知道，多少次他在练习中跌倒，
默默流泪，然后又撑起身体，悄悄擦去
残肢蹭在墙边的血迹……

张富清的一生，从没有一刻
躺在功劳簿上。面对这样一位不
忘初心、不改本色的英雄，我们除
了致敬，更应懂得他的选择

2019年3月的一天，张富清家中来
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所在老部队、新
疆军区某团从媒体上了解到张富清的
事迹后，特意指派两名官兵前来探望。

“门口的绿军装一闪，他就激动得
挣扎起来，双手拼命撑着扶手，浑身都
在使劲，最后，硬生生用一条腿站了起
来！”回忆那天的情形，张健全的眼眶
湿润了。

年轻的战士朗读起全团官兵为老
英雄写的慰问信。他念一句，老伴儿就
凑着张富清的耳朵“翻译”一句。当战
士念到“三五九旅”“王震将军”这两个
词时，张富清无需“翻译”竟听清了，先
是兴奋地拍手，后又激动地落泪。

为了迎接战友，张富清特意将军
功纪念章别在胸前。

望着父亲精神抖擞的样子，张健
全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他知道，这一
生，如果说父亲有什么个人心愿，那就
是再穿一次军装，回到他热爱的集体
中去。

多少年了，这是第一次，他高调地
亮出赫赫战功。也是第一次，他能够面
对战友，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们的新中国就要庆祝成立70年
了，盼着我们的祖国早日统一，更加繁荣
昌盛，希望部队官兵坚决听党的话，在
习近平主席的强军思想引领下，苦练杀
敌本领，保卫和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临别，张富清又一次坚强站起，挺
直脊背，向老部队战友行了一个庄严
的军礼。

“我看到老前辈眼里亮晶晶的。”
新疆军区某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陈辑
舟回忆说，老人的眼中，有久别重逢的
喜悦，更有郑重交付的嘱托。

回到部队，他们把老英雄的故事
讲给战友们听，全团官兵热血沸腾。

“作为一名战士，我要像老前辈那
样，苦练杀敌本领，争当优秀士兵。”战
士李泽信说。

“作为新时代的官兵，我们要发扬
老前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
家’。”干部胡妥说。

“英雄事迹彪青史，传承尚需后来
人。”团政治委员王英涛说：“历史的接力
棒交到我们手中，一定要传承好老前辈
的优良传统，把胜战的使命扛在肩头，猛
打敢担当，猛冲不畏惧，猛追夺胜利，高
标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张富清的事迹传开后，老人一次
次拒绝媒体采访，更不许儿女对外宣
扬。后来，有人说，“您把您的故事说出
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比当年炸
碉堡的作用还大”，老人的态度“突然
有了180度的转弯”。

“有几次采访正赶上父亲截肢后
的断腿疼痛发作，他没有表露一点，连
休息一下都不提，其实早已疼得一身
透汗。”张健全说。

从深藏功名到高调配合，张富清
的选择始终遵从初心。

他的心很大，满满写着党和国家；
他的心又很小，几乎装不下自己。

他去做白内障手术，医生建议：
“老爷子，既然能全额报销，那就用
7000 元的晶体，效果好一些。”可张富
清听说同病房的群众用的晶体只有
3000元，坚持换成了一样的。

他把自己的降压药锁在抽屉里，
强调“专药专用”，不许同样患有高血
压的家人碰这些“福利”。

他的衣服袖口烂了，还在穿，实在
穿不得了，他做成拖把；残肢萎缩，用
旧了的假肢不匹配，他塞上皮子垫了
又垫，生生把早已愈合的伤口磨出了
血……

赫赫功名被媒体报道后，考虑到
张富清生活不便，单位上想把他的房
子改善一下，他说不用；想安排人帮忙
照料，他依旧执拗，只有一句：

“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我已经离休了，不能再

为国家贡献什么，能够节约一
点是一点。”很多不通常情的
做法，在张富清看来，都有着
理所应当的理由。

“他完全可以提要求，向
组织讲条件。他完全可以躺在
功名簿上，安逸闲适地度过余
生。”来凤县委巡察办主任邱
克权听说张富清的事迹后，利
用工作之余查阅大量资料，自
愿承担起挖掘梳理张富清事

迹的工作。
从好奇到感佩，邱克权感到，越是

走进老英雄平淡的生活，越能感受到
一名共产党员强烈的炽热。“什么是不
改初心，什么是淡泊名利，他就像一面
镜子，映照平凡中的伟大。”

张富清床边的写字台上，一本
2016 年版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读本》格外引人注意。因为时常翻
阅，封皮四周已经泛白。

第110页的一段文字旁，做着标记
——

“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
修养、加强品格陶冶，老老实实做人，
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始终做
到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什么是坚定信仰？什么是初心本
色？张富清用一生给出了答案。

新中国走过70年风风雨雨，张富
清的岗位、身份一再改变，始终不变
的，是他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对人
民群众的赤子之心。

采访中，张富清多次强调：“在战
场上也好，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好，我就
是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这都是我
应该尽的职责，说不着有什么功。”

“泪流满面，这是何等境界”“赤子
之心，感人肺腑”“这才是真正的党
员”……老英雄的事迹，朴实无华，却
直抵人心。媒体争相报道后，引起社会
广泛反响。

网民“周杰伦奶茶店”说：“六十多
年了，不是因为一次偶然，这位老英雄
依旧会把曾经的荣誉埋藏在心里。他
只把自己当成一个幸运儿，那个活下
来替所有牺牲的战友领取那份荣誉的
人。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穿上军
装卫国，脱下军装建设国家。所谓英雄
者，大概如是吧。”

莫道无名，人心是名。
不断有相关机构向老人提出收藏

他军功证书的请求。
“我现在还舍不得、离不开，但是我想

将来，还是会捐赠给国家，因为这些本来
就属于国家。”老人袒露自己的“私心”。

精神富足、生活清淡、追求纯粹
——他的名字“富清”，正是他一生
的写照。

（新华社武汉5月24日电）

英雄的选择

（上接 1 版②） 通过落实发展产
业、提供就业等多种扶贫政策，帮
扶人让贫困户彻底改变了原来的
面貌。从 2014 年建档立卡开始至
2018年，该村已脱贫159户639人，
政策兜底及未脱贫仅18户45人。

完善基础 发展产业

2015 年5 月，隆回县医保局城
乡居民医保中心驻村帮扶工作队
初到原上银村时，全村只有70多米
水泥硬化路。扶贫工作队员通过实
地调研、入户走访等，制定出了符
合该村实际情况并切实可行的脱
贫工作规划。“要致富，先修路”。驻
村工作队积极协助村委会向上级
部门申请项目资金、发动村民自筹
资金400多万元，修建了10多公里
的水泥硬化路，直接通达每个组。

2017 年，三村合并后，扶贫工
作队与村“两委”积极为冷溪山村
民改善基础设施：筹措资金120 万
元，修建村组连通工程；筹措资金
168万元，建设安全饮水工程；投入
79.8万元，建设村主干道窄改宽工
程3.1公里；投入79万元，建设村级
服务平台、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及两
所小学……

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同时，驻
村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积极动员

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大力发展产业。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冷溪山村

属高寒地区，寻常的经济作物在这
里存活率不高。怎么办？经过调研，大
家形成一致意见：种药材，种水果！

冷溪山村在外创业成功的杨
述仁、杨述仪兄弟俩，积极响应驻
村帮扶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召唤，
先后分期拿出50万元，流转180亩
土地，在村里建设金银花等药材种
植基地。陈红春等5名股东出技术，
出资金，成立了冷溪山药材种植合
作社，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分红，现
在该基地已初步产生效益。

建档立卡贫困户杨满华的妻
子无劳动能力，儿女年幼，房屋破
旧。2018 年，他在杨氏兄弟的药材
种植基地务工，获得200 元一天的
季节工收入。他看到种植药材有赚
头，产生了创业的念头。2018年，他
自己种了一两百蔸金银花，还栽种
了猕猴桃。加上危房改造、健康扶
贫、教育扶贫等政策的扶持，他于
2018年实现了脱贫。

现在，冷溪山村拥有的猕猴桃
种植合作社、仿野生天麻合作社、金
银花种植合作社、金果养牛场、油茶
种植基地、光伏发电等产业项目，正
在为离太阳最近的高寒山村的乡亲
们铺就一条致富奔小康的路子。

（上接 1 版①） 近几年，来游玩的
游客越来越多，他办起了“农家乐”，
一年收入七八万元。

现在，铁杉林村已经办起了13
家“农家乐”。

更可喜的是，林农收入的增加，
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砍木头是吃子孙饭，总有砍完
的一天，而给后辈留下一片好林子，
就是留下了一个‘绿色银行’。”51

岁的伐木工朱文辅，已转行当起了
护林员。他相信，通过发展旅游，家
乡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记者了解到，绥宁全县年旅游
总人数由2011年的29万人次增长
到 2018 年的 291.5 万人次，年旅游
总收入由1.8亿元增加到21.6亿元。
今年 4 月，绥宁成功实现脱贫摘
帽。

（据新华社长沙5月2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