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种传承
不负初心使命

勇毅前行

周发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

革命理想高于天，红色基因代代传！站在
“两个一百年”交汇的今天，生逢盛世、肩负使命，
我更应该为之努力奋斗。作为高校附属医院的医

生，救死扶伤、教书育人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将立足岗
位，潜心钻研，服务病患解除病痛；薪火传承，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护佑人民健康，做“健康中国”的坚定守护者。

梁攀（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重庆铁路
运输技师学院大赛办公室教练组长）：

从成为一名少先队员起，红岩英烈们的故
事就深深影响着我。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传承

“红岩精神”，最根本的是用崇高信仰铸就时代忠诚，
用不懈奋斗书写青春担当。我将在电子技术、智慧轨
道交通、物联网技术应用等方面深入探索，以聪明才智
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务社会。同时在学生中间厚
植爱国情怀，涵育工匠精神，为技能强国培养更多高素
质的技能人才。

李玉珍（江北区离休干部、区委老干部局改
制企业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红色文化激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为理想和信仰奋斗。作为一名92岁、党龄74年

的老党员，自己的亲身经历便是宝贵的红色财富。
我将继续深入机关、社区、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讲好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让更多
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感怀党的恩情、传承红色
文化、发扬红色精神。

谢兰（两江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书记，我要以革命英烈
为榜样，结合社区实际，以城市品质提升、疫情防

控等工作为重点，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烦心
事、操心事作为社区工作的头等大事，努力答好“为民
服务办实事”的时代之卷。

马善祥（时代楷模、最美奋斗者、江北区观
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

英雄城市的振兴崛起，离不开一辈又一辈
山城儿女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作

为一名基层群众工作者，我将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按党的要求，持之以恒扎根基层，增强宗旨意识，
在服务群众中引导和凝聚群众，做好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传播。

向仲怀（蚕桑遗传育种专家、国家蚕桑产业
技术体系首任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重庆这块英雄的土地上，我扎根蚕业教
育和科研战线奋斗了60多年，经历了我国蚕业科
学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守初心、担使命，
永远是共产党员的本色，我愿像一颗老桑树“饱尽
春蚕收罢茧，更殚余力付樵苏”，为创建新时代的蚕
桑科技产业和体系，为培养新一代的领军人才奉献
我这“80后”的激情。

王祥生（全国劳动模范、石柱县中益乡华
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两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了我们家乡，勉
励大家努力奔小康。如今，我们正在打造“中益
蜜蜂小镇”，发展“春天有花、夏天有果、秋天有蜜、
冬天有研学课堂”的四季游。承红色基因、书振兴
篇章，摘掉了贫困帽的村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周建庭（重庆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国家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
学技术。我将继承和发扬好前辈们的科学家精
神，把个人科技创新工作与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紧密
结合，围绕交通强国战略，聚焦桥梁状态感知和性
能提升潜心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在新时代新征程
中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毛相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离不开千万个
平凡英雄，其中不少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牺
牲了。现在的下庄村比以前要强上几十倍，未来村
里的目标是要通过旅游把全村农户都带动起来，让
游客吃上下庄村每家农户的饭菜，做到每家农户都
能接待游客。我还要继续奋斗，带着下庄人努力
干，把这里建设得更美好。

黄长富（渝北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杨雪峰
大队大队长）：

英雄虽逝，精神永存，我们会把对杨雪峰
同志的怀念融入到岗位和事业中，让每一个队员
都成为杨雪峰精神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为道路的畅
通、为人民的安康，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重庆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100年来，重庆有16000余名革命英烈先后
牺牲，涌现出大批大义凛然、高风亮节的共产党
人。赵世炎、王良、江竹筠、王朴、许晓轩、陈然、
邱少云、邓平寿、杨雪峰等一大批英雄模范，在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始终展
现出无畏牺牲的英雄气概。

在重庆这片土地上，还先后孕育了光耀千秋
的红岩精神，舍小家为大家的三峡移民精神，

“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黔江精神”，“不甘落
后、不等不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下庄精
神”。

榜样的感召穿越时空，精神的力量无坚不
摧。经过70多年的建设，重庆已发展成为国家中
心城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在重庆人民从

温饱、小康到全面小康的伟大历程中，红色传承从
未停歇。

92 岁的江北区离休干部、区委老干部局改
制企业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李玉珍，17岁参加
革命，在整理“11·27”大屠杀烈士遗物时，看到
了很多烈士的遗书。革命烈士车耀先写道：喜
见东方瑞气升，不问收获问耕耘。愿以我血献
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正是这股精神，让李
玉珍充满动力，年逾九旬仍深入到机关、社区、
农村、企业等基层一线，结合自身经历讲述红
色故事。

一条路，蜿蜒曲折如苍龙，一头扎入谷底村
庄，一头通向群山之巅。这是下庄村的出山公
路。十余年前，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毛相林率领100多名下庄村民，

硬是用双手在山中凿出了一条 8 公里长的公
路。他说，在脱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
许多平凡英雄牺牲了。现在，他要与村民一起续
写“愚公”新篇，走上致富小康路。

渝北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杨雪峰大队大队
长黄长富是时代楷模杨雪峰生前朝夕相处的战
友。他说，每一个队员都在争做杨雪峰精神的传
承者和践行者。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担当。在今天，这些时代楷模、院士、学者、医生、
基层干部、“95后”一起缅怀致敬逝去的英烈，正
是为了传承红色基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征程上，与国家共发展，与时代同进步，为党旗
再添荣光。 本报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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