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责任编辑/曹利华
视觉设计/李 洁

千万个“你的样子”，就是世界第一大党的样子！
顾一琼

昨天，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

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授予 29 位

为党和人民作出杰出贡献的优秀党员。

今天， 亿万人民从他们身上， 更

从身边无数平常时候看得出、 关键时

刻站得出、 危难关头豁得出的党员身

上， 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模样， 读

懂了中国共产党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模样， 什么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模样？

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回答中 ，

可以听到这样的关键词： 信仰、 力量、

榜样、 担当。

“就是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就是我们面前、心中的一个生动

榜样。 ”

“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

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一切越来越好。”

而这 29 位 “七一勋章” 荣誉获颁

者则这样质朴归结。

“只要有一名党员在， 就有我们的

阵地在 ， 坚持下来就把这块阵地守

住了。”

“这一辈子无论碰到什么困难都不

怕， 都要把为人民服务放在脑子里。”

“我们共产党员就是要干到死的那

一天，有一份生命就要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更

要为人类的进步、 为世界的发展作出

贡献。”

是的， 每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

一个先锋堡垒。 这面旗帜就是要照亮、

鼓舞所有人， 这个堡垒就要汇聚起最

为磅礴、 坚不可摧的力量。

正如网上网下有人这样深情评述：

无数 “你的样子”， 汇聚成了世界第一

大党的样子。

今天拥有 9100 多万名党员的中国

共产党 ， 是世界上第一大政党 。 这

9100 多万名中共党员的模样， 汇聚起

了我们 “大的样子”。 坚定信念， 践行

宗旨， 拼搏奉献， 廉洁奉公。

他们， 坚持信仰信念高于天， 关

键时刻站得出、 扛得起、 顶得住。 把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热爱牢记在心中、

落实于行动。

他们， 深深扎根于广大人民， 对

人民饱含深情， 坚持人民立场， 用心

用情用力， 不贪功不为名， 默默无闻

无私奉献， 苦干实干不屈不挠。

他们， 敢于斗争敢于牺牲， 保持

清醒永不懈怠， 更以清正廉洁的政治

本色和人格力量赢得最广大民心。

“七一勋章” 获得者来自于人民，

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 他们的精神可

追可及。

今天， 我们向先锋楷模颁授荣誉，

更是为了点燃每一名中国共产党人心

中的信仰之光、 理想之火， 是为了召

唤起更多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不忘

初心、 牢记使命， 不懈奋斗、 永远奋

斗，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 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奋

勇前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越是艰

险越向前，敢教日月换新天！

吕其明：唯愿此生毫无保留回报党和人民
伴随着他自己创作的《红旗颂》旋律，这位著名音乐家步入人民大会堂

昨天上午， 伴随着 《红旗颂》 脍炙

人口的旋律， 佩戴党员徽章的人民音乐

家吕其明 ， 在身边少先队员的欢呼声

中， 缓缓步入人民大会堂。 当念到吕老

名字时， 91 岁的他神采奕奕地走上领

奖台， “七一勋章” 颁发后， 现场响起

热烈的掌声 。 1945 年 9 月 ， 吕其明加

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

批交响乐作曲家， 《红旗颂》 正是他的

代表作之一。

“我在北京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颁授的 ‘七一勋章’， 我感到万分激

动， 同时又觉得受之有愧。” 颁授仪式

后， 吕其明动情地对记者说， 他的一切

都是党组织给予的。 “我只是做了一名

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 为党 、 为祖

国、 为人民创作了一些音乐作品， 难以

报答组织对我的培养和关怀。” 有着 76

年党龄的吕老由衷地希望， 此生能把党

和人民赋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毫无保

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 希望我能创作到

生命的最后一天。

坚守一辈子，做有信仰有
情怀有担当的文艺工作者

吕其明 10 岁加入新四军， 15 岁加

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火中锤炼， 在红旗

下成长。 他 20 岁开始学作曲， 35 岁写

就 《红旗颂》。 其中， 《红旗颂》 《弹

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等大量红色经典作

品， 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我要在有生

之年， 继续创作讴歌党、 讴歌祖国、 讴

歌人民、 讴歌新时代的音乐作品， 直至

生命的最后一天 。” 获得 “七一勋章 ”

后， 吕老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做一名有信仰、 有情怀、 有

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吕其明曾担任上海爱乐乐团的前

身———上海电影乐团的团长。 而就在昨

今两晚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爱乐

乐团献演两场 “红色情怀” 音乐会。 从

经典之作 《红旗颂》， 到吕老的两部原

创新作随想曲 《白求恩在晋察冀》、 弦

乐合奏 《祭》， 乐手们用最真挚的音符

向 “老团长” 吕其明致敬。

上海爱乐乐团90后驻团作曲家龚天

鹏告诉记者， 吕老是真的本着对党和国

家“最赤诚的爱和信仰，写出了一部部杰

作”。“除了200多部（集）影视剧音乐，十

余部大中型交响乐作品、300多首歌曲之

外， 吕老为我们后辈创造的最可贵的精

神财富， 要数他那一句掷地有声的座右

铭———‘为人民而写作，是我一生最崇高

的天职’。”昨天全程观看“七一勋章”授

勋仪式以后，龚天鹏深深地受到了“老团

长” 的感召。“我将学习吕老全心全意为

人民创作的精神， 用艺术的武器捍卫中

国人的精气神， 为民族和同胞提供强大

的精神支撑。”

上世纪50年代， 吕其明曾在上海电

影制片厂担任故事片的作曲。26岁的吕

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铁道游击队》配

乐，片中那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鼓

舞了数代观众、传唱至今。昨天，上影集

团也组织党员代表共同收看了 “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健儿号召上影广大党员群众要向

“上影老兵”吕其明同志学习，以吕老为

榜样，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传

播红色文化， 为建设电影强国、 文化强

国， 为上海构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

高地，厚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贡献

上影人的力量和智慧。

不计个人得失，他是大家
心中可亲可敬的吕老

创作于 1965 年的《红旗颂》以开国

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

一面五星红旗时的庄严情景， 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

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

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 成为

中国人心中最熟悉的旋律之一。 作品收

获了巨大成功， 吕其明却从不计较稿费

或演出版权上的个人得失。朴素、无私而

温暖的人格力量， 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

高尚的道德风范 。 作为受吕老多年指

导与影响的青年音乐人， 龚天鹏说道，

吕老几十年的辛勤耕耘生涯 ， 证明了

名 利 在 初 心 和 使 命面前不值一提 。

“《红旗颂》 每听一遍都是人民在为作曲

家 ‘授勋’， 因为这样的作品真正走入

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田， 被广大人民群

众所喜爱、 所钟情、 所向往， 这是一名

艺术家所能拥有的最大殊荣。”

“吕老不仅为交响乐事业 、电影音

乐作了很多贡献， 而且直到现在 90 多

岁高龄，还在为我们乐团不计报酬地创

作 ，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 ”上海爱乐乐

团团长孙红说，吕老他践行了自己的入

党承诺和誓言———把一切献给党，献给

祖国和人民。 上影集团导演梁山表示，

吕老等党员充满了赤诚 ，“中华民族有

这样忠诚无私的共产党人，当然能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黄宝妹：勋章挂在胸前，鼓舞着我继续奉献
共产党员就是要时刻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了人民

一身黑色正装、皮鞋锃亮，年届九旬

的黄宝妹身上却有种从容不迫的自信与

大方。 当她昂首阔步走进北京人民大会

堂时，这一幕被摄影记者捕捉了下来。

昨天的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黄宝妹颁授勋章，

还与她亲切握手互动。 总书记关切老人

的身体状况， 黄宝妹答道： “我身体很

好， 我代表上海百老讲师团向您问好！”

勤勤恳恳数十载，黄宝妹载誉无数，

家里放着大大小小许多奖状、奖章。在她

心里，眼前这枚“七一勋章”注定分量不

同。这枚代表着党内最高荣誉的勋章，不

仅是颁给她个人的， 更是颁给站在她身

后的无数产业工人的。 当这枚勋章挂在

她的胸前时，老人不禁湿润了眼眶。

诠释“我将无我、不负人
民”的崇高情怀

沉甸甸的勋章，不仅是荣耀，更是一

种使命与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勋

章” 颁授仪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八个字给黄宝妹留下

了深刻印象。她说，共产党员就是要时刻

对人民饱含深情，心中装着人民，工作为

了人民，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难，密切联系群众，坚定依靠

群众，一心一意为百姓造福。

13 岁在日资纱厂当童工的苦难经

历 ， 让黄宝妹倍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 “我对党对新中国有很深的感恩，

一辈子以共产党员、 劳动模范的标准要

求自己， 一辈子为百姓做好事。”

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人的优秀代表，

黄宝妹曾在原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奉献

了数十载青春岁月， 只为实现 “全国人

民穿好衣” 的梦想。 始终奉行 “党员永

远在路上” 的信念， 即便退休了， 她依

然为国家为社会发光发热。

黄宝妹工作过的地方， 如今变身杨

浦滨江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 昨天， 就

在这儿新开的党群服务站， 杨浦区的青

年党员们集中收看了 “七一勋章” 颁授

仪式实况转播。 大屏幕前， 黄宝妹徒弟

方瑶华止不住地激动： “师傅在生活里

时刻以劳模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活

到老、 学到老， 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

实在难能可贵！”

“从杨浦区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劳

模获颁‘七一勋章’，何其光荣！ ”杨浦区

委书记谢坚钢十分感慨： 黄宝妹就是中

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

献、廉洁奉公的典范和楷模，杨浦区上下

将以黄宝妹同志为榜样， 始终牢记党的

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在传承红色基因、

绘就人民城市生动画卷、 担当科创策源

地使命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年轻人多讲党史、新
中国史”

黄宝妹在昨天勋章颁授现场提及的

“百老德育讲师团”， 多年来为数百万人

次青少年义务举行德育讲座万余场。 作

为其中一员， 黄宝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为年轻人多讲党史、新中国史”的承诺。

青年党员侯丹洁， 就是黄宝妹众多

“学生” 中的一位。 看到颁授仪式现场

画面， 侯丹洁第一时间联想到老人家对

自己的谆谆教诲： 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

要想想能为国家和行业发展作什么贡

献 ， 党员青年干部要为人民群众办实

事、 解民忧。

“共产党员不退休、 劳动模范不退

休。” 今年 4 月的一次活动上， 青年党

员李昊收到了黄宝妹送的一本签名书，

上面写着老人家对青年人的悉心叮咛。

昨天观看直播时， 李昊脑海中又浮现出

书中的字字句句， 他表示： “我要学习

先锋党员们的先进事迹， 追随他们的崇

高精神， 坚定初心、 勇担使命。”

当直播镜头扫向黄宝妹， 电视机前

的金山区总工会副主席曹冠心潮澎湃。

在一次会议上， 她曾与黄宝妹有过一面

之缘， 但被她退休后坚持宣讲、 服务群

众的精神所打动。 曹冠认为： “正是无

数平凡的劳动者、 建设者， 无数 ‘黄宝

妹’ 汇聚成了世界第一大党今日的巍然

屹立、 意气风发。”

英雄事迹感同身受，平凡
岗位铸就不平凡

现场， 还有这样一群特殊的 “观礼

者”。 他们是前一天获颁全国 “两优一

先” 荣誉的上海党员代表们。 现场观看

“七一勋章” 颁授仪式， 他们也情不自

禁地为荣誉获得者鼓掌。

越是伟大的事业， 越是充满挑战，

越需要知重负重。 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对此感同身

受： “让每一位居民过上幸福生活， 是

共产党人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只有将居

民群众当成自家人， 以最大热情投入，

再难的困难都会克服。”

看到黄宝妹获颁 “七一勋章”， 上

海市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党

支部书记张爱芬联想到了自己奋斗的事

业 。 她说 ， 下一步要充分发挥 “两张

网” 总客服作用， 让党旗在为民办实事

的一线高高飘扬。

现场， 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副

书记卢义耀也深有感悟 ：“党员就是旗

帜，要用奉献诠释初心本色，更要坚持奋

战在攻坚克难最前线。”

■本报记者 姜方

“大家下午好，我是上
影厂吕其明。就在今天上
午，我在北京得到了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颁授的‘七一勋
章’，我感到万分激动，同时
又觉得受之有愧，我只是做
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事情，但组织却给我了这么
高的荣誉，我的一切都是党
组织给予的，为党、为祖国、
为人民创作了一些音乐作
品，难以报答组织对我的培
养和关怀。我要在有生之
年，继续创作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新时
代的音乐作品，把党和人民
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毫无
保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我
希望我能创作到生命的最
后一天。最后祝伟大的党生
日快乐，永远年轻！”

“今天参加了‘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总书记亲自
授勋予我，我感到非常激
动。这一荣誉是大家的，是
我们上海广大党员的集体
荣誉。我的成绩都离不开党
的教育，离不开始终践行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离不开组
织的关爱。

我将继续听党的话，坚
定跟党走，扎根基层社区，
努力奉献自己，真正做到退
而不休，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继续践行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关心帮助困难党员群众，共
同建设美好家园；继续按照
总书记的嘱托，为年轻人多
讲党史、新中国史，做好关
心下一代的工作，鼓励年轻
人认真学习、积极工作，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感言

感言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占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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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于人民，他们的事迹可学可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