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王丹青

“从前只觉得我们家的家风严谨、家教严
格，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不仅是因为公公是军
人出身，还因为我们的曾祖父是一位税工烈
士。”转眼间，进入国家税务总局招远市税务局
工作已经9年，齐鑫晶对工作和家庭也有了新
的感悟。

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未想过
自己距英烈如此之近。也许从那时候开始，我
感到肩上又多了一份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仅要
在工作中时刻牢记严谨从税，更要将‘诚真朴
拙’的家风传承下去，将税工先烈忠诚于党、艰
苦奋斗的红色烙印传承下去。”

一个特殊的年代，一段尘封的故事

2013年，怀着对一抹“税务蓝”的憧憬，齐
鑫晶成了一名基层税务工作者。也是在这里，
她第一次听到了“招远税工”的故事。

“听同事们说，我脚下的这片红色热土，不
仅盛产黄金，更是山东进行红色革命最早的区
域之一。有无数税工先烈曾在这里奋斗，不畏
艰险、勇于牺牲，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积极
参与到筹集黄金送交延安、送交党中央的重大

任务之中，为彻底粉碎日寇和各种反动势力对
延安、对党中央的经济封锁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时的齐鑫晶还没想到，这个听起来有些传奇
色彩的故事，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的亲人身上。

2018年，在一次整理税史资料时，齐鑫晶
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李德进。“这
是我丈夫的曾祖父，我从来没听家人说起，原来
他是一位税工烈士。”那天下班后，齐鑫晶回到
家，在她的反复询问下，公公才开了口。

那是1943年春节前夕，在部队改编前，曾
祖父李德进回了趟家，临走前对曾祖母说：“我
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在家照顾好自
己、父母和孩子，我现在做的事都是为了让大家
尽早能过上好日子。”

“那是曾祖父参军后第一次回家，也是他最
后一次回家。”齐鑫晶告诉记者，就在那一年，李
德进作为北招税收中队的队员，在招远市蚕庄
镇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曾祖母带着两岁的孩
子，靠贩鱼维持生计。一个缠足的小个子女人，
挑着扁担从海边走到集市，每次需要走15公
里，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齐鑫晶说，“曾祖母
一生没有改嫁，在我心里，这就是她对曾祖父深
深的爱和承诺。”

1981年，齐鑫晶的公公李学贵决定去当
兵，他告诉齐鑫晶，因为曾祖父的牺牲，曾祖母

已然把“当兵”和“危险”联系在了一起。但在她
的心里，当兵更是为了报效祖国，是年轻人“应
该做的事”。在送李学贵去当兵的时候，曾祖母
只说了一句：“当兵就要有当兵的样子，在部队
上好好干！”

听完曾祖父母的故事，齐鑫晶的心中有些
激动，“要不是我参与了整理税史的工作，我可
能都不知道曾祖父是一位税工烈士。”她告诉记
者，“但我公公却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那
个年代，每一个有良知的热血青年都会怀着一
颗报国的赤子之心，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奉献
一生，爷爷李德进只是做了那个时代的青年应
该做的事。”

一个平凡的家庭，一种红色的传承

“我也是军人出身，虽然后来转业到税务系
统，但是我依然牢记军人的使命就是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你作为我们家新一代的
税务干部，更应当严谨从税，将我们‘诚真朴拙’
的家风传承下去，将老一代税工忠诚于党、艰苦
奋斗的红色烙印传承下去。”公公的话在齐鑫晶
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诚真朴拙”简简单
单四个字，却蕴含着几代人传承的好家风——
诚恳待人、求真务实、艰苦朴素、吃亏是福，她对
这个平凡的小家，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齐鑫晶告诉记者，公公把军人的爱国情怀
融进了生活中，即使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他
还是会说：“只要国家需要我，我还能上前线！”

“在他的影响下，我两岁的女儿不仅喜欢唱
红歌、听革命故事，更在小小年纪就许下心愿，
将来要去当兵，要去保家卫国。”齐鑫晶笑着说，

“不过全家受触动最多的，肯定还是我。曾祖父
是一名税工，公公军转后也进入税务系统，我自
己也是一名税务工作者，在税务工作中传承税
工先烈精神，是我必须承担的一份责任。”

面对各类烦琐的工作，齐鑫晶没有一丝抱
怨或懈怠。“税收工作，一头连着‘政’，一头连着

‘民’，无论是红色的税工先烈精神，还是‘诚真
朴拙’的家风，都在时刻要求我，要做一枚‘绣花
针’，将‘政’与‘民’紧紧地连在一起，在算准每
一个数、报好每一张表、接好每一个电话、写好
每一篇简报的过程中，想纳税人之所想，急纳税
人之所急”。

齐鑫晶告诉记者，她也将继续在工作中继
承和发扬红色税工精神，将每一项工作落实落
细，确保各环节衔接顺畅、各税款精准退付，让
纳税人切实享受到助企纾困的红利，用辛苦指
数换取纳税人的幸福指数。

“此时此刻，我好像从身上的这抹‘税务蓝’
中，看到了一丝鲜艳的‘革命红’。”齐鑫晶说。

坚守信仰写传奇 公道正派传家风

把红色税工精神和“诚真朴拙”的家风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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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良才，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

将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

加了长征，历经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新中国成立

后任华北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

任、华北军政大学政委、原北京军区

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

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

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

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朱筱秋，系朱良才之女，1950

年出生，1970年入党，曾服役于空

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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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风家风

■ 王国梁

父 亲 入 党 那
年，我还是个懵懂
孩童。当时我对

“七一”党的生日
还没有概念，只记
得那天父亲的表
现特别郑重和严
肃。他换上干净
的 衣 服 ，戴 上 党
徽，然后郑重地举
手宣誓：“我志愿
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遵
守党的章程……”
我感到纳闷，使劲
喊父亲，可是他好
像完全听不到一
样，用铿锵有力的
声音把入党誓词
宣读完。

其实那时父亲
入党已经半年了，
入党时已经宣读了
入党誓词。他之所
以在“七一”这天宣
读入党誓词，就是
要重温那个激动时
刻，这是属于父亲
的“仪式感”。他认
为，作为一名党员，
要郑重地过党的生
日，一定要有个仪
式才行。

父 亲 回 忆 起
往事：“入党那天，
宣读入党的誓词
时，真是激动啊，
我的心都‘砰砰’
跳！我都写了好
几次入党申请书
了 ，这 次 终 于 如
愿 ……”父 亲 脸
上那种神圣庄严
而又无比激动的
表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入党的
时刻太难忘了，父亲重温那样的时
刻，也牢记了入党誓词。

父亲是我们大家庭的灵魂，记
得那时他最引以为傲的是家里挂着
的“党员之家”的牌子，那枚红色的
牌子就像一枚勋章一样，我们的家
也会因此蓬荜生辉。那时父亲挂在
嘴边的话是“我是党员，咱家凡事都
得表现积极一点”。

多年来，父亲坚持每年“七一”
重温入党誓词，有时还会宣读党
章，我也渐渐习惯了他用这种方式
过党的生日。对父亲来说，这样的
仪式感会提醒他时刻牢记自己的
党员身份，这是一份荣誉，也是一
份责任。这种仪式感对我也有深
远的影响，父亲用这样的方式强化
了作为一名党员的神圣和光荣，让
我早早就觉得，入党是一件很了不
起的事情。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就入党了，
当时父亲兴奋极了。他四处奔走相
告，就像当初我考上大学一样。父
亲认为，入党是对一个人最大的肯
定，他不止一次地向我竖起大拇指
说：“好样的！入党了，多值得高兴
的事，咱一定得庆贺！”他召集亲友
为我庆祝，这也是属于父亲的“仪式
感”，他又一次强化了党员身份，一
定不能辜负这个称号。

家里又多了个党员，父亲更觉
得“党员之家”名副其实了。我家有
大点的事，或者村里有选举之类的
事，父亲都要召开“家庭会议”，很有

“仪式感”。每次家庭会议，父亲都
会说：“党员要先发言表态。”所以我
们的家庭会议，颇有些郑重的色彩，
父亲是老党员，我是新党员，我们俩
发言，其他人都会认真听。母亲经
常说：“你们是党员嘛，觉悟高，啥事
都听你们的。”妹妹羡慕地望着我
说：“哥，我啥时候也能入党啊！”在
家人看来，党员的话当然是最让人
信服的。

那年，我得了第一个“优秀党
员”证书，父亲把证书摆在最显眼的
位置，每次他看到这个证书，都会从
笑容里显露出无比的自豪。

如今，我们这个党员家庭，依旧
保留很多“仪式感”，每年“七一”一
定要重温入党誓词；有事情召开家
庭会议，一定要尊重党员的意见；参
与村里重要事情讨论，也时刻不忘
自己的党员身份……父亲和我用这
样的形式，提醒自己是一名党员。
我们始终保持对党员身份的使命感
和敬畏感，也会因此更加努力，更有
担当，更讲奉献。

红色家风家风

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女朱筱秋讲述她的父亲母亲

“诚真朴拙”四个字简简单单，却蕴含着几代人传承的好家风——诚恳待人、求真务实、艰苦朴
素、吃亏是福。税务工作一头连着“政”，一头连着“民”，齐鑫晶从身上的这抹“税务蓝”中更看到了
税工先烈的“革命红”

最美家庭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五月的北京，风暖花香。走进位于东二环
的一座四合院，红砖的房屋仿佛从遥远的时代
走来，散发出一种质朴的年代感。阳光穿透繁
盛的花草树木，星星点点，散落在一颗雕刻在影
壁上的五角星，熠熠生辉。

“这是我父母亲生前居住的地方，房屋设施比
较简陋，但见证了我的成长，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
忆。”开国上将朱良才之女朱筱秋看着眼前的一景
一物，有关父母亲的记忆，如同眼前盛开的梧桐花
瓣，一瓣一瓣，带着感动与温暖落在心灵深处。

心中有党就一定能找到党

1900年，朱良才出生在湖南汝城县一个书
香门第，9岁读私塾，阅读了《大学》《中庸》等大
量中华传统优秀典籍，培养了他深厚的文化修
养和民族气节，让他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
1925年，他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父亲
和多名农会骨干被捕入狱。敌人审问时问父亲叫
什么名字，父亲说叫朱良才，因为在父亲心中‘坚信
自己要做革命的良才’。关了36天后，父亲被党组
织顺利营救出来。出狱后，父亲改名为朱良才。”回
想父亲的革命生涯，朱筱秋认为，白色恐怖下，是心
中的革命理想让父亲把生死置之度外。出狱后，父
亲毅然决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真正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即使献出生
命也死而无憾。”这是朱良才入党宣誓后对入党介
绍人说的一句话。从此，党在朱良才的心中至高
无上，他决心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言。在后来的多
次战斗中，他遭遇数十次劫后余生，右臂受伤留下
终身残疾，但是他一心向党，不畏任何困难。

1937年3月，西路军西征失败后，在石窝会
议上，确定李先念负责带领左路军向西去新疆，
副总指挥王树声与朱良才负责带领右路军向东
去陕北。可没走几天，队伍就被打散了。

“三月的祁连山上依旧冰天雪地，父亲只身
一人徒步去找红军。一边要躲避马匪的追杀，
一边要忍受严寒与饥饿，常常是白天隐蔽，晚上
沿着祁连山北部边沿钻树林、翻沟谷……渴了
就抓几把雪塞进嘴里。饿了就从地上抠草根抵
饿，甚至找牛粪、马粪中未消化的苞谷颗粒充

饥。历经36天，终于找到了红军。”回想起父亲
这段艰苦卓绝的往事，朱筱秋眼中闪着泪光。
父亲是凭着怎样的意志和信念才坚持下来？“只
要我们心中有党，就一定能够找到党”是父亲的
铮铮誓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良才被中央指定
以秘密身份担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
对外称“吴秘书长”。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同
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机智灵活的斗争，营救了一
大批革命志士和西路军失散、被俘人员。

1939年后，朱良才在晋察冀军区任军区政
治部副主任、主任。这期间，他协助聂荣臻司令
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他建议并领
导了“政治建军”“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铁军”
等活动；培养、发现和树立了诸如狼牙山五壮
士、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民兵英雄李勇、雁翎
队等典型，运用典型来激发全体指战员艰苦奋
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信念使人百折不挠

“如果说父亲的革命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
母亲李开芬的经历同样也是九死一生，甘为革
命事业牺牲一切”。

李开芬1931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
军，历任宣传队长、妇女先锋团秘书、（营）分总
支书记，参加了长征。1937年，20岁的李开芬
担任西路军妇女团秘书，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妇
女团许多官兵被俘，为使李开芬屈服，马匪甚至
打断了马棍。可是受伤的李开芬非但没有屈
服，还和战友们一起策反了一个马匪传令兵，从
敌人的魔窟中逃出来，回到了党的怀抱。

“母亲脱险后来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
当时父亲在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担任秘书长，
经谢觉哉和王定国介绍，他们在兰州结为伴
侣。”朱筱秋说，父母亲都九死一生，他们把个人
的情感都融进了党的事业中。

新中国成立后，李开芬先后担任过华北军
区直属政治处主任、第四机械工业部政治部副
主任、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等职。1988年
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信念使人百折不挠，坎坷使信心更坚
定。’这是母亲曾经对我们说过的一句话，具有
非常深远的教育意义”。每当朱筱秋遇到挫折，
母亲的这句话就给她带来无穷的力量。

“父亲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一组布
沙发用了整整40年，直到他去世。在家中，他
约法三章：凡是规定内发的东西才能要；不能占
公家的便宜；他的汽车不能随便坐，谁违反家规
都不行”。母亲就在军区机关工作，但从不搭父
亲的顺风车，上下班都是自己骑自行车。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公道正派。他自参加
革命后，职务起起落落，但从无怨言，始终兢兢
业业地埋头工作。58岁那年，父亲本可以在职
休息养病，但他没有，而是主动请辞，让位给年
富力强的同志，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
让位的开国将军。

“小学课本中的《朱德的扁担》一文，我们从
小读过，但不知道作者是谁。直到长大看到《星
火燎原》后，才知道竟然是父亲写的。几十年
来，他从未跟我们提过这件事。父母亲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诠释着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
在生活上对我们严格要求，培养了我们正直勇
敢、勤奋好学、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朱筱秋说。

父亲培养了我读书的兴趣

“父亲退休时58岁，他始终坚持学习。即
使到了晚年，身体衰弱，视力衰退，他仍坚持在
病榻上，戴着深度老花镜，拿着高倍放大镜读
书、看报、学文件。”朱筱秋说，父亲的一言一行
都是家人的榜样，让她不知不觉也爱上读书。

朱筱秋回忆，学校停课了，父亲就拿来一套
《毛泽东选集》，嘱托她要认真阅读做好笔记，好
好领会其中的道理。“在学习《毛泽东选集》时，
我遇到疑问就会去问父亲，每次父亲都耐心讲
解，也会让我谈谈读后感，还不忘鼓励我几句。
在父亲的引导下，我通读完《毛泽东选集》四卷，
父亲又拿来《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让
我继续学习。是父亲引导、培养了我的读书兴
趣。”朱筱秋笑道，现在想起来，很怀念那段在父
亲身边读书的日子，从这些经典著作中她感悟
到了思想和力量。

朱良才一生南征北战，从未动摇过对革命
事业的执着追求，他真正地将自己磨砺成意志
坚定的革命良才，撰写了《一根灯芯》《朱德的扁
担》《这座山，它革命》《练兵与御寒》等四篇传世
佳作，被毛泽东誉为“军之良才”。

“读父亲的文章总能带给我很多感动。每
一篇作品都能感受到红军坚贞不渝的理想信
念、攻坚克难的吃苦精神、积极奋进的乐观心
态、无坚不摧的斗争意志。父亲的作品给了我
人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朱筱秋说。

1976年夏，朱筱秋和父亲合影。

朱良才和李开芬合影。 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