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舍身一跃，来自他所坚持的信念
王杰在日记中写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康岩

他是我的“好伙计”
从小就和别人不一样

5月26日，济宁市金乡县鱼山街道
办事处王杰村，宽敞的柏油路两侧笔直
的LED灯杆上彩旗飘扬，村口一块刻有

“王杰村”的巨石在青翠绿叶映衬下，彰
显着它的红色基因。

见到王杰儿时好友王伟川老人时，
他正在拾掇村里王杰纪念馆王杰雕像
前面的花束。“我和他从小就是伙计，上
学放学、吃饭干活，那时候天天在一
起。”问起童年的王杰，王伟川打开了话
匣子，“从小他就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
他伯父王廉堂上过私塾，由于跟着伯父
生活，王杰懂得一肚子道理，他会念《三
字经》《百家姓》，还会唱《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只要他懂的、他会的，总
是不厌其烦地教给小伙伴，大家会了，
他就放心了。”

王伟川回忆说：“当时王杰在伙伴
们中间很有威望、也有号召力，从村头
到村尾，哪里有活儿哪里有他。当时他
的口头禅是‘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他
们死都不怕，咱们干这点活能算啥？’小
伙伴们觉得他说得有理有据。由他带
头，什么脏活累活，我们几个都抢着
干。”那时候，田间地头、生产队里、牲口
棚中，抗涝防洪的坝头上，常见王杰带
着大家忙碌的身影。

1968年，王杰牺牲三年后，为了纪
念他，金乡县将“华堌村”更名为“王杰
村”，并在村东部修建了王杰纪念馆，让
子孙后代铭记他的事迹。“要说什么是
王杰精神，我觉得就是他不断用行动告
诉我的，那种不计得失，以无为之心做
有为之事的坚持，这大半辈子，我不停
地把这些道理讲给学生们听、讲给村民
们听，讲给儿子听，讲给孙子听。只要能

‘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漫漫人生路还
有什么不能克服呢。”王伟川说。

他是我的偶像
院线电影《王杰》即将开机

4月28日，中共金乡县委、山东金色
田园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建党百年“王杰精神”研讨会暨院线电
影《王杰》新闻发布会。目前项目已在国
家电影局报备立项获批。5月31日，电影
正式开机。

电影《王杰》出品人田玉良说：“红色
的土壤，造就了这位英雄，他脚下的这片

土地就是著名的鲁西南战役的战场。
当兵4年，十多万字的日记，真实记

录了王杰成长的心路历程。一字一句，都
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一篇一页，都
折射出他的理想光辉：“什么是理想？革
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
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
幸福。什么是痛苦？失去人民的信任和为
人民工作的机会就是最大的痛苦。”

“王杰的日记成为我大学期间踔厉
奋发，笃行致远的工具书，毕业后我从
事影视工作，从那时起为王杰拍摄一部
电影的想法就萌发了。”田玉良说。

2015年，担任济南金乡老乡会会长
的田玉良，开始组建团队为电影《王杰》
作准备，“作为一个普通人，砸锅卖铁投
入到电影中，就算是小制作，也是我们
整个团队的大情怀。对接郝一平导演
时，也是靠我们的大情怀才说动了郝导
演。”田玉良说，“王杰精神诞生于上世
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它集合
了舍生取义的民族精神、不怕牺牲的革
命精神、永葆本色的奋斗精神、净化灵
魂的自省精神。新时代，我要用新的方
式，用活灵活现的银幕形象，来打造我
心中的偶像。”

传承王杰精神
要从身边小事做起

1963年汛期，华北地区发水，王杰
所在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到木料场去抢
运木料。当时场子被茫茫的洪水围困，
必须先派一个尖兵探路，大家才能顺利
进场。王杰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在齐
胸的水中探索前进，好几次掉进没过头

顶的深坑，还被水下的铁丝网划破，腿
上、手上尽是血口子。

“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
个大无畏的人。”王杰是这么说的，更是
这么做的。

金乡县王杰中学是王杰曾经学习
和生活过的地方，学校因此而得名。王
杰中学校园内建有一座小型的王杰事
迹展馆，王杰中学王杰班的优秀同学王
思诺是王杰事迹展馆的一名义务讲解
员。“从我懂事起，爸爸妈妈就经常跟我
讲王杰的故事。那时，我不明白为什么
他有那么大无畏的勇气可以纵身一跃，
把炸药包掩在身下。我慢慢长大，了解
到更多王杰的所作所为，能感受到王杰
那一跃，绝不是头脑发热，一时冲动，那
一跃来自他长久以来所坚持的一种信
念。他在日记里写到‘当兵时为了人民，
为党，为祖国而来，不管任何工作，党指
到哪里就冲到哪里，就是需要献上青春
也没怨言’。”王思诺说。

“作为在校学生，传承王杰精神不
一定是轰轰烈烈的，而是要从身边的小
事做起，做自己能做到的、力所能及的
事。”王思诺说。

“三不伸手”的精神
内化成立身立业的标尺

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
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
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
照这面镜子。

“王杰精神，就是我工作的标尺，我
心中的镜子。”金乡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孔
凡振说。“记得济宁（金乡）干部政德教育
基地是2019年6月启用的，当时第一堂政
德教育大课就是‘忠诚、干净、担当，王杰
精神的时代价值’。为什么谈到时代价
值，王杰精神传承到我们这一代，不再需
要打标语、发传单，这种精神已经随着时
间的构筑变成了我们心中的精神丰碑，
成为我们的内驱力的源泉。”

如今，王杰路、王杰大桥、王杰广
场、王杰中学、王杰班、王杰少先队、王
杰示范岗、王杰先锋队，无论在军营还
是在地方，处处都能看到王杰精神的发
扬光大。

成立王杰精神研究会，编写王杰精
神党员干部读本；依托王杰村王杰烈士
纪念馆、王杰故居旧址等红色文化资
源，规划建设王杰精神传承教育研学中
心，组织当地党员开展“弘扬王杰精神、
争做时代先锋”主题党日活动……系列
学习王杰精神，传承王杰精神的活动，
在英雄的家乡金乡正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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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31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上海成立。主要领导人有沈钧儒、邹韬奋等。
该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并发表
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
主张，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
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
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

■2007年5月3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通
知》，决定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据人民网

走进粤东饶平县汫
洲镇汫北小学校门，一座
英雄事迹展览馆吸引了
祖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
观。展览馆的主人公，就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
一场海战中，最具光彩的
一位英雄——— 麦贤得。

1965年8月6日凌晨，
在著名的“八六”海战中，
我海军611号护卫艇轮机

兵麦贤得因头部被弹片击中而昏迷，伤处流出的
脑脊液和血糊住了他的眼睛。渐渐苏醒后，麦贤得
忍着巨大的疼痛仍坚持作战，凭着练就的一身“夜
老虎”技能，排除了轮机停机故障，使舰艇迅速投入
战斗。凯旋后，麦贤得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
誉称号，611艇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

头部战伤给麦贤得造成了极大的痛苦，经历
了四次大手术后，残缺的头盖骨被植入两块有机
玻璃替代，一直到今天。严重的后遗症也始终伴随
着他：外伤性癫痫、右手无力、偏瘫、行走受限、失
忆、语言障碍……“从我认识老麦开始到现在，他
每天要服用六七种药，最多时甚至有十多种。”与
麦贤得相携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玉枝说。

“我的生日是‘8月6日’！”麦贤得一字一句地
告诉记者。“虽然语言存在沟通障碍、失去了很多
记忆，但老麦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第二次生命是
党和人民给的，如果没有各级的奋力抢救，就没有
自己的今天！”李玉枝说，回报祖国、回报人民、回
报社会，这是老麦最大的心愿。

有一次，强台风在部队驻地登陆，狂风裹挟暴
雨冲击着整个城市。“人们都躲在家里，而刚从外
地开会回来的老麦却找不到人影了。”李玉枝回
忆，当儿子麦海彬打开电视，想通过直播了解抗灾
情况，突然发现记者的镜头里出现了父亲——— 满
身泥水地在海滨长堤上参加抢险救灾……

头缠绷带、身穿海魂衫、坚守在轮机旁继续
战斗……连环画《钢铁战士麦贤得》中麦贤得的
形象，是许多人脑海里难以磨灭的印记。“老麦
退休后，希望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把革命传统
一代代传承下去。”李玉枝说，老麦经常参加军
地的各种公益活动，深入部队、学校、机关、企业
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现在还兼任广州、汕
头几个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2013年，麦贤得购买了一批书籍，为母校汫
北小学建立了一座图书阅览室，并和老伴联系
社会爱心人士捐款，设立奖学金；组织协调学生
到广州大学、汕头大学、“海上英雄艇”参观见
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从611艇到2319艇，“海上英雄艇”荣誉称号
已经传承三代，麦贤得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这
艘英雄的舰艇和这支炮火中诞生的英雄部队。
他每年都会回到“娘家”，鼓励英雄艇传人树立
崇高的人生追求，努力为党和国家作贡献。

“我是一个老兵，也是一个小小螺丝钉。”“八
一勋章”获得者、“人民英雄”麦贤得倍感自豪。

据新华社

麦贤得：

“我的生日是‘8月6日’”

1965年7月
14日，王杰到江
苏省邳县张楼公
社帮助民兵地雷
班 进 行 军 事 训
练。当日7点半左
右，王杰带领一
个民兵班和人武
干部一行12人来
到古连河附近的

训练场。他先讲解了实爆要领，在下达
了训练课目后，开始做实爆示范。他捆
好炸药包，将导火索、雷管、拉火管连
在一起，然后把雷管插入炸药包中。

做好示范后，王杰向围成一圈的12
人做讲解。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拉火
装置失控，发生自燃，导火索突然燃烧
起来，埋炸药包的土层里冒出白烟，火
星喷溅着。就在导火索将要烧完的那
一刻，他纵身跃起，扑向炸药包，用自己
的身体把炸药包完全盖住。紧接着轰
的一声巨响，炸药包爆炸了……

人物小档案

▲王杰日记，他提出“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和“三不伸手”。

王杰中学王杰班的优秀同

学王思诺讲解王杰故事。

这是麦贤得像。

在演示炸药包使用时，炸药包
忽然引燃，为了保护周围的民兵和
人武干部，他扑向炸药包，倒在血
泊中……生命定格在23岁。他就是
原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王杰。
战友们在处理王杰遗物时，发现了
20多本日记。“……是共产党员哪
能不视死如归，做革命军人岂能管
个人安危。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
的事迹和日记引起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赞扬。毛泽东主席为他题词：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随后在
全国以口号形式流行，成为舍己为
人精神的代表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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