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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孔繁森精神 踔厉奋进新时代

原本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
你却用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光辉一生，
为其赋予了极不普通的含义，
使其成为了亲民爱民的同义语、人民公仆的代名词。
如今一听到你的大名，
人们立刻就会想到，
什么叫鞠躬尽瘁，
什么叫披肝沥胆，
什么叫赤子之心，
什么叫家国永念。

啊，孔繁森！
你怀揣“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魂死不还乡”的决心，
发出“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
告别娘亲妻儿和生养你的鲁西大地，
走进号称世界屋脊的雪域高原，
把自己当成种子扎根在珠峰脚下，
长成大树做成云梯帮助藏族同胞奋勇登攀。
你用热血浇开象征幸福吉祥的格桑花，
谱写了一曲人世间最壮美的奉献篇。

有人说，
西藏高寒缺氧气候无常环境极其恶劣，
在那里不用做事，
只要活着就是奉献。
然而，
你艰苦不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
勇于突破极端敢于挑战极限，
为改变藏区面貌甩开膀子拼命干：
在海拔四千七百米的岗巴，
你骑马跑遍了全县所有的乡村牧场，
帮助群众收青稞打场子嘘寒问暖解决急难愁盼；
在没有四季只有高寒的阿里，
全区一百零六个乡你深入到九十八个实地调研，

为振兴区域经济绘蓝图、寻路径、促发展。
你时刻都处于临战状态，
哪里有灾情险情就在哪里出现，
藏族同胞称你为“活菩萨”，
只要看到你瘦弱而刚毅的身影，
就特别踏实、特别心安。

你有一句名言：
“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你把藏族同胞视为骨肉血亲，
把浓浓的情满满的爱倾洒在高原。
忘不了，
风雨交加你脱下外套披到牧羊娃的身上，
暴雪封门你将老阿妈冻僵的双脚紧捂到胸前。
忘不了，
你用在部队时学到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看病，
为呼吸困难的老阿爸口对口地吸出黏痰。
忘不了，
你收养了三个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孤儿，
生活拮据便假借“洛珠”的名义多次献血换点营养补贴款。
忘不了，
你每月的工资都花不到月底，
全撒在了访贫问苦和爱心助学的路上，
殉职后人们清点你的遗物，
竟然只有八元六角钱……

孔繁森，
你生为民生立命，
死为民族立魂，
用理想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高道德规范。
向你致敬，
你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纯粹的共产党员！

公仆赞
——纪念孔繁森同志殉职30周年

■ 李振声

■ 张瑞夫

你可能会遇到成千上万的人，却不一定能遇
到孔繁森这样的人。你可以有好多领导，但缺的
是孔繁森这样的领导。

“这个人不只可以做领导，还可以交朋友”

1982年冬天，莘县县委在党校举办党的十
二大精神宣讲会，孔繁森作为县委副书记作报
告。报告结束之后，县委党校校长把我带到了孔
繁森面前。当时孔繁森正和七八个人围在地摊
上吃饭，他站起来说：“你是本科毕业的大学生，
在咱们县委不多见，我很关注你，所以特意叫你
过来认识一下。”饭后，孔繁森跟我的分管领导打
了个招呼，让我次日陪同他下乡。

第二天，我在办公室等孔繁森，本以为是和
他乘车去，没想到他骑了一辆破自行车就过来
了。得知我没有自行车，他让我骑他那辆，他又借
了一辆，我们就这样奔赴目的地——四女树村。

当时，该村群众正因棉花种植问题闹矛盾，
在路上孔繁森告诉我：“今天去的这个村，老百姓
情绪比较对立，矛盾比较大，你作为大学生不了
解情况，我想让你接触接触这些事。”很多群众都
认识孔繁森，知道他是孔书记。得知有些人对棉
花种植有意见，孔繁森就跟他们说：“今天就我自
己带着办事员来，我们两个，不属于现场办公，只
是了解情况，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谈了大约
两个小时，大家把棉花备种、化肥和柴油供应不
足，棉花长势不好，有些村干部走后门等情况都
反馈给了孔繁森。孔繁森了解完情况之后，向群
众答复：“你们村里的问题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我们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孔繁森在他那
个小房间里用小炉子煮了面条，我俩吃了之后晚
上又接着聊，一直聊到半夜。当时，孔繁森就给
我一个感觉：这个人不只可以做领导，还可以交
朋友。

第十八棵青松

1984年，莘县电影院放了一部电影，名叫
《天山行》。这个电影在那一年很火，讲的是驻守边疆军人的生活。孔繁森晚
饭后邀请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回了机关宿舍。我们平时喜欢在路上聊
天，但是那天他一言不发。回到宿舍大约晚上十一点了，我也没有猜透他的
心思，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到夜里两点的时候，他敲我房间后窗户，说：“起来起来。”我感到很奇怪，
就起床来到他房间。孔繁森平时不抽烟，但那天他抽了好多，弄得桌子上到
处是烟头。他告诉我，今天这个电影让他特别难受，因为他第一次进藏就在
岗巴县做县委副书记。距离他所在县城驻地60多公里，海拔近6000米的山
上有一个哨所，驻守着一个排的战士。当时他并不负责哨所的管理工作，但
是他曾经去过哨所一次，并和那里的战士聊得很投机，所以之后他就经常去，
那些战士也把他当作亲人。他说：“今晚，我脑子里老是想起那些战士。我得
给他们写封信，马上就写，天明就发出去。”凌晨五点，信写好了，他又在衣兜
里摸索半天，掏出20元，叮嘱我说：“你到街上买一袋红枣，和信一起给他们
寄过去。”到春节后初五上班，他提醒我注意查收回信。元宵节过后几天，他
收到了战士们的回信，便开心地拿给我看。信上起码有十个人的字迹，每人
都给他写了几句话，写了满满一张纸，还都按了大红手印，像是一个合同。我
记得最清楚的是信的最后一句话：“我们十七个是十七棵青松，加上你就是十
八棵青松。”这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我发表在1995年11月30日《大
众日报》第2版的文章题目就是《傲雪青松》。

来自阿里的信

孔繁森殉职前一两个月，从阿里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他说阿里比拉
萨艰苦多了。拉萨本来就很远，海拔3600米，而阿里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
上，从拉萨到阿里还要向西北方向走1400多公里。本来孔繁森五年援藏期
已经结束，可以回来了。但他服从组织安排，在阿里一待又是两年。因为出
过一次车祸，他身体的确受影响，眼睛看东西重影，很容易摔跤，但他仍然选
择留在阿里。

孔繁森二次进藏前，对于援藏干部人选，组织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繁森。
但顾及孔繁森的身体条件和家庭情况，组织也是考虑了好长时间。其实如果
孔繁森想拒绝，用任何理由，比如因为第一次进藏身体还未恢复，省委肯定不
会强迫他去，但他却答应了。这件事别人做不到，他做到了，所以省里几乎所
有的省级干部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给他送行的场面特别大。

孔繁森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好人、好领导，这就是我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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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继红

1983年，我从部队转业，担任莘县县委办公
室秘书。孔繁森担任莘县县委副书记时，没有
固定的秘书，我平时就主要跟进他的日常活动。

克勤克俭 生活简朴

据我观察，孔书记在衣食住行方面都非常
朴素。

当时，孔书记与妻子分居两地，他自己一个
人生活，难免过得比较粗糙，甚至换洗的衣服也
没有几件。我见他的衣服实在是太旧了，便想
让妻子给他做条新裤子。孔书记说：“不行，不
能白让你们给我做衣服。”我说：“咱们感情这么
好，你还见外！”衣服做好之后，他穿上还挺合
适。孔书记执意要给我们留下10元，我坚决不
收，可没过两天，他就给我家孩子买来了两件新
衣服。

孔书记对饮食也不甚在意，有时候下班晚
了，就在驾驶员家里简单对付几口。有一次，我
们下乡回来，那时候天很早就黑了，天气非常阴
冷，机关食堂已关门，我就邀请他来我家里吃晚
饭。孔书记反复强调：“简单点就行，吃什么都
可以。”于是，我家属炒了一盘菠菜粉条，正要熬
点稀饭时，孔书记连忙摆手：“别麻烦了，熬稀饭
时间太长，烧点玉米面粥就可以了。”

孔书记出行也非常简朴，我曾经跟他骑自
行车去过柿子园乡，那里距县城五十多里路。
他骑车也厉害，一路不停脚休息，但我受不住
了：“孔书记，你让我抽支烟休息会儿再走吧。”
他不同意，一直催我：“快，还有好多事要办呢，
不能耽误时间。”

外出住宿就更不必说。那时候县委公车很
少，孔书记大多是骑自行车下乡，如果因为时间
太晚、距离太远赶不回来，那索性就“打游
击”——走到哪儿住到哪儿，经常不回来休息。
有时候他带着驾驶员下乡，两人就住在公社，凑
合睡一张大床，甚至打地铺。

以民为本 真情无限

孔书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里最重要的

位置，特别关注困难弱势群体。他只要下乡，必
然会去村里看望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能接
济就接济，他的工资很多都花在群众身上了。
有一次我们去王奉乡调研，乡干部陪同活动。
下午5点，驾驶员催促我们尽早返程，孔书记说：

“咱们还有一个烈属没去看望呢。”当时已是深
秋，天气比较寒冷，可那位烈属郭老太太的床上
只有一床小薄被子，床铺很破旧，还罩着夏天的
蚊帐，房梁上吊着一个盛馍的篮子，里面的馍已
经变黑，可见老太太过得很艰苦。孔书记立刻
严肃地对乡干部说：“今天晚上，你无论如何都
得给老太太解决被子问题。我就在这儿等，被
子什么时候送来，我什么时候回去！”

还有一次，正值麦收时节，天气很热。我和
孔书记骑车去张寨乡，当时那里的发展还比较
落后，孔书记和乡镇领导班子座谈结束后赶去
看烈属和五保户，乡党委书记也骑车陪同。那
位老人家里看起来非常破旧杂乱，简直没法落
脚，但她热情好客，烧了一壶热水，一碗接一碗
地盛给我们解渴。老太太孤身一人并且年纪大
了，没什么气力收拾家务，碗脏得让人下不去
口，可孔书记端起来就喝，丝毫不犹豫。他的做
法让我有些羞愧，加上天热确实口渴，于是我也
端起碗来把水喝完了。

孔书记放下碗，关切地问老人：“您平时都
吃什么呀？”老人把篮子里的干粮拿来给我们看
——“一风吹”，就是用不去皮的小麦磨面，蒸出
来的馍馍。馍馍看起来有些脏，闻着都快馊了，
肯定放了有一段时间了。孔书记拿起一个就
吃，其实他并不饿，只是想尝尝味道，他还要我
也尝尝。临走之前，孔书记给老太太留下10块
钱，让她缓解一下生活上的困难。

热爱生活 苦乐皆怡

孔书记工作繁忙，有时候一天要走访七个
乡，晚上还要回来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情况。
但在工作之余，他还培养了一些爱好和专长，并
且乐于钻研。

孔书记擅长烹饪，无论在我家还是在他家
吃饭，孔书记总抢着下厨。有一次他来我家吃
饭，我问：“咱们今天吃点什么呀？”孔书记问：

“你家有什么呀？”说着就撸起袖子准备下厨，我
家属赶忙说：“有辣椒和鸡蛋，孔书记你别下手
了，还是我来炒菜吧。”孔书记坚持他来做菜，把
辣椒择好后，切成瓜子大小的碎丁，再和鸡蛋一
起炒出来。做好后，真是色香味俱全。我以前
在部队做过炊事员，在这方面还算有经验，可每
次在孔书记旁边看他做菜，都是看着会学不会，
自己动手时总是做不出同样的味道。我女儿放
学回家后吃得很开心：“这回是谁炒的菜呀，真
香，咸淡刚好。”我说：“是你孔大爷做的。”他来
我这里经常下厨，比如今天做葱炒肉片，葱炒鸡
蛋，明天包饺子……我记得庆芝嫂子还跟我客
气：“你哥没少到你家吃饭，没少麻烦你们。”时
间长了，我们两家就很熟络了，孩子都把他当亲
人对待，我每次出差都把孩子放到他家里，麻烦
他们夫妻照看。

孔书记经常和我提起西藏，他对那里落后
的医疗条件忧心忡忡。他告诉我：“西藏自然环
境比较艰苦，老百姓一旦感冒发烧，如果不能及
时治疗甚至会失去生命，所以我每次外出调研
都要带一些常用药品和医疗用品，比如消炎药、
止痛药以及止血绷带，给他们治病发药。老百
姓健健康康的，我就放心了。”他还给我讲了之
前他用听诊器的橡胶管给一位藏族老人吸痰的
事。

有时候我们还会一起讨论文学作品。我在
部队期间曾做过与文艺相关的工作。孔书记晚
上睡前爱看书，经常从我这儿借书回去，比如
《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还会和我讨论里面的
人物。另外，他也写过不少诗作。但凡我这里
有的书籍，他大部分都借过。

在我印象里，孔书记生活非常简朴，工作极
其认真，对人真诚而热情。他是一个特别热爱
生活的人，无论生活多么忙碌，他总是充满期待
和向往，抽空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怡然自
得、乐在其中。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深深地
感染了我和周围的人。积极的人像太阳，照到
哪里哪里亮。他给了无数人阳光与温暖，真可
谓微笑融冰雪、送炭进柴门、情同亲骨肉、爱比
海洋深……

微笑融冰雪 送炭进柴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