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良：在烈焰海水中永生

“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
民不停止。 ”这是杨善洲生前说
过的一句话， 也是他一生的写
照。杨善洲退休后回到家乡云南
施甸植树造林，奉献到生命最后
一天，在曾经山秃水枯的大亮山
筑起一片绿洲。

杨善洲 1951 年参加工作 ，
1952 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任云南省施甸县委书记、保
山地委书记等职。他始终保持着淳
朴的农民本色：一辈子爱和群众一
起劳动， 下乡时常把锄头带在身
边，还喜欢戴草帽、穿草鞋，被当地
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面色黝黑、双手长满老茧的
他常说：“和农民在一起了解到
的情况最真实。 ”

1985 年， 昌宁县金华乡遭
受严重水灾，时任保山地委书记
的杨善洲立即开会提议暂停在

建的地委办公大楼，把资金用来
救灾。 有些同志有意见，杨善洲
反问：“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受
苦，我们却悠闲地坐在富丽堂皇
的大楼里，你不觉得有愧吗？ ”

在职期间，杨善洲坚定不移
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 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
产、推广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
营、兴修水利设施，为改变贫穷
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不懈奋斗，把深山大沟建成了全
国闻名的“滇西粮仓”。

1988 年 ，61 岁的杨善洲从
保山地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
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

机会，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带领
群众历尽艰辛义务植树造林。

“大亮山、大亮山，半年雨水
半年霜……”在极度恶劣的环境
中，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
半年就被风吹烂了。 杨善洲就领
着林工一边造林，一边建房。 山
里风大、雨多、潮湿，他在油毛毡
房一住就是 9 年多。 吃饭、办公
的桌椅、床铺，也因陋就简。

很长一段时间里，杨善洲和
林工们带上工具， 到处寻找树
苗。每年的端阳花市是保山的传
统节日，他就带头到花市街上捡
果核，实在捡不完，就发动林工
一起去捡。 没有肥料，大家提着
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

底肥……
22载辛勤耕耘，杨善洲带着

干部群众，植树造林 5.6万亩，让
大亮山披上绿装。 他还带领大家
修建林区公路 18 公里， 架设输
电线路 4 公里多，让大亮山附近
的群众过上通路通电的生活。

2009 年 4 月， 杨善洲将价
值超过 3 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
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他对群
众满怀深情，经常拿自己的工资
接济困难群众， 为他们买粮食、
购种子、送衣被；而对自己和家
人却始终严格要求，从没用手中
的权力为亲属办过一件私事。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 2010
年 10 月 10 日， 杨善洲因病逝
世。 他的模范事迹和崇高精神，
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

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
的旗帜。

改革开放 40周年之际，杨善
洲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如今的大亮山， 林木葱郁，
溪流淙淙。在保山市施甸县的杨
善洲纪念馆里，“人民公仆杨善
洲” 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前
来学习杨善洲先进事迹的人们

络绎不绝。
（据新华社）

杨善洲：“草鞋书记”筑起绿色丰碑

2010 年 7 月 20 日 8 时 30
分 ，在大连 “7·16”大火救援现
场连续奋战了 86 小时的张良，
被一个突然袭来的巨浪吞没 ，
壮烈牺牲。 在烈焰海水中，他的
生命永远定格在 25 岁。

张良 ，生于 1985 年 ，生前
是大连消防支队战勤保障大队

三班班长。2010年 7月 16日 18
时 12分， 大连市大孤山新港码
头保税区油罐管线爆炸起火，港
区内部分油罐、二甲苯等危险化
学品罐区不断有流淌火逼近，一
旦失控，对整个罐区甚至开发区
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控制、消灭石油化工火灾，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充足

的供水和灭火药剂。 张良负责
的就是整个火场最基础、 最重
要的一环， 为前方作战提供稳
定、高效的供水。

在火场环境极度危险 、极
度复杂的情况下， 班长张良带
领供水人员迅速安放好浮艇

泵， 铺设好供水管线。 短短 40
分钟， 一条近 2 公里长的供水
管线铺设完毕，每分钟 8000 升
的供水量使得灭火一线的 “弹

药”得到充足补给。
由于原油泄漏到海面 ，浮

艇泵在抽进海水过程中， 大量
油污、 海草也被吸附在了过滤
罩上，一旦过滤罩堵塞严重，抽
水量将受到严重影响。 为确保
前方不间断供水， 张良每个小
时都跳到海水里去清理过滤罩

的杂物。400 斤的浮艇泵在手中
反复清理， 背部被锋利的礁石
划开伤口， 海水浸泡伤痕累累
的伤口蜇得人钻心疼痛， 张良
和战友们依然坚持，再坚持。

17 日 9 时 55 分，现场所有
明火被扑灭后， 张良在远程供
水编队继续执行监护任务。 他
每次清污近半个小时， 每隔一
小时还要再下海一次。 从 16 日
晚到 19 日晚，张良都只能见缝
插针地打个盹， 每次合眼都超
不过 15 分钟。

7 月 19 日 19 时，总指挥部
决定发起最后总攻， 消灭所有
隐患。 张良接到命令，要把远程
供水水带铺到罐区内， 争取 20
日一次性解决战斗。从 19 日 21
时开始， 张良和战友们重新开
始铺设供水管线，直到 20 日凌

晨 2 时， 他们才回到海边的阵
地休息。

20 日清晨， 在海面风力达
8 到 9 级的情况下，张良为了保
证前方不间断供水， 不顾个人
安危， 用安全绳固定渔船钢索
后，再次进入海中清理浮艇泵。
突然海面一个巨浪将他吞没 ，
张良不幸壮烈牺牲。

从 7 月 16 日 20 时到 7 月
20 日上午，在整个灭火作战中，
张良负责的战勤保障大队远程

供水分队， 为火场内不间断地
提供海水达 4 万多吨， 约占灾
害现场全部用水量的三分之

二， 为这起事故的成功处置发
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张良牺牲时年仅 25 岁，入
伍 7年，先后三次受到上级嘉奖，
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 共参加灭
火救援战斗 900余次， 为保卫国
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突出

贡献。
2008 年， 作为汶川地震辽

宁救援队成员， 张良因在抗震
救灾中贡献突出，经组织批准，
他在抗震救灾前线火线入党。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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