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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阑读史，被一则旧闻打动，泪奔。

1949年上海解放。中共地下党员陈来生

用一辆胶轮车将16箱重物送到上海市委组织

部。打开这些箱子，人们惊呆了：中国共产党

早期的重要文书档案全在里面！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一号机密”即中央文库

吗？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第一次国共合作

失败，中共中央机关转入地下，绝密级的中央文库

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从那时起，在长达22年的动

荡岁月里，文库几经转移，先后有十余位地下党员

与敌人巧妙周旋，接力守护，3人为之付出生命。

其中一位守护者，在自家小楼的三层隔出木质夹

层，并设一火炉常年不熄。他与妻子立誓：“定以

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还有一位

知道中央文库秘密的地下交通员，被捕后两次自

杀，最终用生命的代价严守了党的机密。

作为最后一任守护者，陈来生代表他的历届

前任向组织完美“交棒”。经清点，中央文库共存

有1921年至1933年的各种文献档案2万余件，

全部“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一部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接力完成使

命的血色传奇，通篇闪耀着两个字：忠诚！

（一）

忠诚不是自我标榜的符号。就党员个体

而言，她是深藏于心的信念和自觉于行的品

格；就组织整体而言，她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军魂。

70年前，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

部署，乘胜进军大西南、大西北的我军几支

部队，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挺进高

原，踏上了解放西藏的征程。其中新疆军区

独立骑兵师派出的进藏先遣连，在一团保卫

股长李狄三的率领下，翻越海拔5000米以上

的多座达坂，率先进入藏北阿里，出色完成

了侦察道路、了解敌情、建立据点、发动群

众，为大部队进军创造条件的任务。

代价相当沉重。在顽强坚守的半年间，这

些闯过枪林弹雨的青年官兵，竟被严酷的缺氧

环境和莫名的高原疾病一一击倒，一段时间内

几乎每天有人牺牲。然而，没有一个人被死神

吓倒。连队党支部仍在工作，李狄三仍拖着病

体组织病号走出地窝子晒太阳、讲故事，坚定

大家战胜疾病、解放阿里的信心。1951年 5

月，当春天和后续部队一起赶到先遣连营地

时，官兵牺牲已达63人，包括总指挥李狄三。

牺牲彰显忠诚，忠诚源自信仰。纵观人民

军队一路征战的历史，进藏先遣连的故事很像

军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在共产党人崇高如山、

深沉似海的信仰中孕育而生。此后，无论在抗

美援朝战争中赢得“最可爱的人”的美誉，还是

在历次边境自卫作战中捍卫领土主权；无论在

抢险救灾中为人民赴汤蹈火，还是在强军征途

上锻造钢铁之师……新中国成立70年，无论时

代、社会、任务、人员如何变化，这支军队以党的

宗旨为宗旨的信仰一如既往，忠贞不渝。

（二）

信仰即初心。正是因为秉持“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人民军队

忠于党的军魂才有了代代传承、历久弥坚的思

想根基和精神动力。

“人民功臣”张富清就是一名不忘初心的

共产党员——当兵，他奋不顾身炸碉堡、打突

击，战功卓著：“只要党和人民需要，我情愿牺

牲，牺牲了也光荣”；转业，他不恋城市去他乡，

在边远艰苦的地方为民造福：“那里苦、条件

差，共产党员不去，哪个去？”他深藏功名60余

年默默奉献，理由很简单：那场让他立下大功

的永丰战役，部队前仆后继，一夜之间换了3个

营长、8个连长，“和我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有

多少都牺牲了。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

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摆’自己啊！”

张富清的故事，直到2018年国家对退役

军人进行信息采集时才浮出水面。此时，老人

已是94岁高龄。采访他的记者感叹：在他和许

许多多老兵的心中，祖国安宁，就是最高荣誉；

人民幸福，就是最大功名。读懂这些，也就读

懂了这些深藏功名、淡泊名利的老兵之心，也

就读懂了我们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

同样为共和国作出巨大贡献而甘愿隐姓

埋名的，还有一个特殊群体。

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陆续解密，一批又

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进入公众视野。钱学森、

邓稼先、郭永怀……除了这些元勋，还有许多

默默无闻的参试者，近期报章披露的“阵地七

勇士”即是一例。

1966年10月进行的“两弹结合”试验，风险

很大。坚守在距发射场坪仅160米的地下控制

室里的政委高震亚、参谋长王世成等7名参试者

立誓：“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两

弹功成举世惊，而这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

埋名人”的参试者，却在几十年间默默无闻。

如今，“七勇士”中已有4人离世。和他们

一样，还有许多参试者也没有等到解密之日。

操作手魏天修和发射班长田现坤患病期间，医

生询问他们是否受到过核辐射，他俩断然否

认。事实上，在“两弹结合”试验中，魏天修曾

骑在核弹头上操作，田现坤曾钻进弹头与弹体

的结合部调试，均属于与核弹零距离接触。

严守保密纪律的缄默，也是一种忠诚。

为了新中国巍然屹立，为了中国人挺直

腰杆，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献出青春献终身，

献了终身献子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

人的优秀品质。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

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

（三）

在中国，红岩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尤其

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忠贞不屈、视死如归

的革命理想和气节，更是感动了几代人。前些

年，长篇报告文学《忠诚与背叛》问世，让人们

对红岩的教育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

忠诚的反面是背叛。严酷的斗争在成就

无数大义凛然的烈士同时，也淘汰了那些贪生

怕死、危害革命的叛徒。新中国成立前夕，重

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党

内相继出现叛徒，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叛变，危

害极大。被关押在重庆歌乐山下的共产党人，

从沉痛的教训中归纳出震撼人心的“狱中八

条”，向党组织进言：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

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

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

“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

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

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忠诚与背叛》的作者不无悲愤地写道：

“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泪凝结的嘱托，也是

那些对党最忠诚的战士们在生命最后一刻

向自己的组织和同志们发出的生命呐喊。”

忠诚是对信仰的忠诚，背叛则是对信仰的

背叛。战争年代，革命者最常面对的考验莫过

于生死；和平时期，我们党面临的考验更加复

杂，包括长期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

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及由此生发

出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

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一些党员领

导干部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腐败

了，堕落了，背叛了自己的初心，成为党的叛

徒、人民的叛徒、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叛徒。

保持初心需要定力，需要对党的信仰和宗

旨持之以恒的坚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

神，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理论武装凝心

聚魂，以整饬作风激浊扬清，以严明纪律强化约

束，以从严治吏匡正用人导向，以“打虎”“拍蝇”

“猎狐”惩治腐败，成效显著，大快人心。从这个

意义上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无疑是新时代

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呼唤和重构。

（四）

说初心，唤初心，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周恩来可谓初心如炬的楷模。据《周恩来

年谱》记载：1975年，病痛中的周恩来同守护在

身边的邓颖超一起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

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英勇就义前也曾

高唱《国际歌》。当初建立中央文库时，正是他

受周恩来委托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并在文

尾注明，这些文件要“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

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二字旁，瞿秋白特意

画出着重的圈点。

奋斗当下，憧憬未来。对于1935年罹难

的瞿秋白来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无疑是他遥

望的“将来”。而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小

康社会建成之日、民族复兴实现之时，更是值

得期待的“将来”。

“将来”未有穷期，忠诚永无止境。

■孙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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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一首唱给 的歌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