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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着生命危险 开展党的工作

【砍头也吓不退的地下党员】
1928年，周永开出生于四川巴中

一户农民家中。他幼年丧母，祖父与
父亲靠给地主做长工为生。人剥削
人、人压迫人的旧社会给人民带来的
深重苦难，他看在眼里。

少年周永开常常想念长征离开
的红军，红军从不欺压百姓。

1943年，周永开来到化成小学求
学。这是中共地下党恢复在川北活动
的大本营。学校老师大多是地下党
员，经常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1945
年，周永开17岁。一天夜里老师王朴
庵摸黑约他到学校后山：“你想找共产
党，你怕不怕死，会不会背叛？”

当时学校里游走着军阀的密探，
随时可能举起屠刀。周永开没有一丝
犹豫，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绝不怕
死！永不背叛。”

黑夜里，他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1948年，周永开任中共地
下党达县地区通南巴平（通江、南江、巴
中、平昌）中心县委组织委员，兼任巴中
县委书记，在敌人的刀口下坚持斗争。
【紧密团结农民 搞起武装起义】

周永开做组织工作成效显著。到
1949年下半年，通、南、巴、平共发展
党员1300多人，建立区委16个，支部
70多个。为斗争需要，他发展妻子吴
应明入党，化名“松君”的她常常将通
信情报藏在身上，送往四面八方。

那时周永开夫妇刚有第一个孩
子。“松君”有一次穿过敌人岗哨，孩子
受惊哭出声，她立刻死死捂住孩子的
嘴，孩子难受地挣扎……任务归来，周
永开后怕地说：“孩子取名周平吧，希
望她能平安。”

临近解放，上级指示武装起义。
“需要枪，去成都搞。那时每5家百姓
就有1个特务盯着，搞杀头连坐，沿途
都是关卡。”周永开回忆，“我们把枪藏
在白蜡里，装作贩卖白蜡，有惊无险把
枪运回巴中，搞起了武装起义。”

当时，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师开到
附近。地下武装发动手拿大刀长矛的

群众，将敌军三个团分割包围。周永
开等指挥农民武装，将枪炮武装的敌
师缴械，俘敌2400余人，缴获子弹10
万余发。

草鞋彰显信仰 口碑铭记功勋

【一双草鞋 穿出劳动本色】
新中国成立后，周永开先后担任

原巴中县委书记、原达县地委副书记，
留下“草鞋书记”的美名。

巴中地处大巴山深处，属喀斯特
地貌，常年干旱。新中国成立前，没有
一辆汽车，没有一处水利工程，人称

“野巴州”，老乡常常望天求雨。新中
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永开等干部
规划兴建化成水库，召集3万多民工
日夜奋战。他常常步行10余公里到
工地，和老百姓一起修水库挑土方，晚
上还要连夜开会研究进展，安排工作。

工地上，戴着草帽、脚踩草鞋的周
永开和民工一个样，满身尘土；下工回
来只看见两只眼睛，端起搪瓷缸子就
喝。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穿草鞋的农
民，竟然是县委书记。

1960年，化成水库建成，大坝高
46米，昔日荒沟变成碧波荡漾的人间
天池，成为当地防洪抗旱的依靠。这
座美丽的水库2003年被选定为巴中
市区饮用水水源地，2015年成为国家
级水利风景区。

水库完工要刻一块完工碑，记下出
工出力的人名。他拦住不让刻自己的名
字，说这是人民建设的，功劳属于人民。

【两手泥土 要为群众造福】
周永开嗓门大，脾气急，想的都是

群众吃穿用度的事。平时下乡，见到
路上有粪便，他会躬身把粪捡到地里，
用以肥田。

上世纪90年代初，他第一次来到
川陕革命老区“万源保卫战”的主战场
花萼山。那时花萼山山里不通公路不
通电，他手攀悬崖、步行一整天登上山
顶的项家坪村，村里晚上照明全靠煤油
灯。有个小女孩给煤油灯加油时发生
火灾遇难，周永开痛心极了。他拿出积
蓄，买了一台小型水力发电机，组织大
家挖水塘建引水渠，安装发电机。山上
第一次亮起了微弱的电灯光。

一定要拔除穷根！他一遍又一遍
地跑部门，催进度，说服村民出劳动
力，前后接力，逐渐建起一条从官渡镇
到花萼山长20多公里的公路，从外面
的世界拉进电杆电线，当稳定的电流
点亮夜灯时，山里那些老人都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

他还自己拿钱引种，鼓励山民发
展中药材种植，试种特色中药“花萼贝
母”。如今，花萼贝母成为当地有名的
土特产，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金
砖”。他带人调查野生蜡梅资源，引种
蜡梅，力推优质蜡梅的培育及发展惠
民工程，竭力为山区农民找到生态与
致富的双赢途径。

七旬上山护林 换得青山重回

【用生命守护绿水青山】
1994年离休后，周永开给自己加

了任务——花萼山守山人。因为穷，
村民在此伐林捕猎，生态破坏严重，有
的地方甚至被“砍秃了头”。他立志要
让青山重回。

他带着两名老干部白天拄着拐杖
巡山植树，穿过溪流、乱石，向开荒、砍
柴、打猎的老乡们做保护生态宣传。
晚上打地铺睡觉，山高气寒，他们时常
咳嗽，腰酸背痛。此时周永开已近七

旬高龄，还做过胆切除手术。有一次
昏迷摔伤，农民抬着他走了几个小时
才得以下山求救。

“为了生态，我的命可以丢在山
上，如果我死了，就埋在树底下当底
肥！这是我的志向，谁也不要拦着
我。”他护林上万亩，亲手种植上千亩
的“清风林”，推动建成了花萼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在他出钱、出力、出思
想的全方位带动下，爱林护林已成为
当地人的自觉。

【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
周永开刚上山时，项家坪村没有

一个高中生。他私人出资翻修好花萼
山上的学校，冬天不漏风，夏天不漏
雨；他还找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项尔
方说：“我们定向培养几个娃娃，帮助
他们走出大山！”

这些娃娃中，蒋宁聪患有严重眼
疾，周永开将蒋宁聪带到达州，找最好
的医生治好了眼疾。后来，蒋宁聪成
了花萼山区第一个大学生，如今成为
一名青年基层干部。

周永开1998年发起在川北多个
有红色印迹的学校设立“共产主义奖
学金”，截至目前颁发10余届，奖励师
生近400人，并不断追加捐款。

他两袖清风，拒绝搞待遇，至今仍
住着50余平方米的老屋。

“周老革命一辈子扎根人民，保持
劳动者本色，身无余财，房子也不留给
儿孙，就连自己百年后的遗体，也准备
捐给医学院供解剖，他把一切都献给
了党和人民……”达州市干部群众谈
及周永开，无不心生敬意。

周永开就像他植于花萼山巅的青
松一样，永葆青春。

（新华社成都7月20日电）

“草鞋书记”周永开：永远扎根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前，他冒

着生命危险在川北地区
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他全心全意为
百姓造福，恪尽职守推动
地方发展，是群众心中的

“草鞋书记”；离休后，他
带领群众植树造林，建成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父
老乡亲亲切地称为“周老
革命”。

“是大巴山的人民成
就了我。我要为人民服
务到底！”“七一勋章”获
得者、93岁的周永开坚定
地说，党和人民的事业高
于一切。

■ 新华社记者 谢佼

在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区铁山林场，周永开（左二）为护林工人讲党课（7月19日摄）。 新华社发（邓良奎 摄）

（紧接第1版）三八商场连锁从创
办初期的4个零售商店，发展到目
前拥有上百个零售连锁超市、农
村加盟店，拥有自己的批发公司、
成都采购公司、综合农贸市场和
现代物流中心，经营场所达3万多
平方米。

坚持服务民生
构建诚信体系

近几年，面对电商冲击、行业
竞争以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三八
商场连锁也面临着发展瓶颈。

陈志坤始终秉承“诚信为本、
质量第一，为民、便民、利民”的经
营宗旨，以顾客为中心，以市场为
导向，以质量促发展，全面强化服
务升级。为适应新时代消费者的
消费观念，近两年，三八商场连锁
投入2000多万元，对原有或新开
业的8个门店进行升级改造，把普
通老百姓最关心的生鲜农产品、
直接进口食品放在主要位置，并
拓宽服务项目，以舒适的环境、优
惠的价格、优质的服务，为广大消
费者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不断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在企业经营中，陈志坤严格坚
持“三不一服从”：不欠银行利息和
贷款、不欠应交税金、不拖欠供货
商货款，服从监督管理，赢得管理
部门的信任和肯定，公司相继被授
予“中国商业诚信企业”“中国商业
名牌企业”“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
业”、税务部门A级纳税信用等级
和“纳税先进企业”“全国百城万店
无假货活动示范店”“全国巾帼文
明示范岗”“四川省文明单位”等荣
誉。

情系再就业
关爱社会困难群体

三八商场嘉州新城店内，店长
何俊花自制的冰粉和西米露受到
顾客的一致称赞。何俊花爱岗敬
业，把公司当家，还曾荣获市级劳
动模范称号。何俊花曾是一名下
岗职工，生活十分艰难，2002年被
公司招聘为营业员后，她坚定生活
信心、勤奋工作、努力学习，从一名
普通员工迅速成长为店长。

“一个职工背后就是一个家
庭。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企业
家，应当义不容辞为再就业想办
法、作贡献”。多年来，陈志坤将下
岗职工再就业纳入企业发展计划
之中，积极招聘录用下岗职工，为
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在陈志坤的要求下，公司人力
资源部门一直采取招聘岗位对部
分人员倾斜的措施和办法，把家庭
生活困难者、下岗失业女工、失地
农民作为特别照顾对象，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用，提供就业岗位近
千个。同时，严格按照《劳动法》
规定，为每位员工缴纳养老、医
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
和购买住房公积金，并在全公司
严格实行带薪年休假，得到广大
员工的拥护和社会各界的赞扬，
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了力量。

热心社会公益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三八商场翡翠店内，位于二楼
扶梯口的“四川扶贫”公益品牌产
品经营专柜格外醒目，上面摆满了
琳琅满目的助农商品。该店店长
朱晓娟介绍：“不只是这些，生鲜区

的花生、嫩姜、桃子、葡萄也都是助
农产品。”

“高价收、平价或低价卖”，这
是陈志坤常做的“傻事”。

为快速解决蔬菜、水果等农产
品滞销问题，减少农户亏损，陈志
坤充分利用三八商场连锁网点多、
具备收储运输初加工能力的优势，
采取农产品销售不加价、补贴运
费、加大人力投入等办法，先后为
美姑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大堡镇、
井研县千佛镇、市中区苏稽镇、五
通桥区冠英镇、峨眉山市桂花桥
镇等地农民运输、销售花椒、猕猴
桃、萝卜、黄姜、白菜、冬瓜等农产
品近千吨，其中，一次性帮助峨边
卖出高山土豆60吨、帮助沙湾区
太平镇谭坝村卖出莲花白 40 多
吨、帮助沐川县杨村乡卖出黄姜
20多吨等，受到当地党委政府及
广大农民、消费者的肯定和赞扬。
近年来，公司用于销售农产品补贴
资金近160万元。

作为市女企业家协会会长，陈
志坤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百企帮
百村”扶贫帮困行动号召，组织带
领女企业家开展“脱贫攻坚、巾帼
同行”活动，踊跃投身社会扶贫事
业，哪里有需要，女企业家们的身
影就出现在哪里，大家团结一心、
真抓实干，让“精准扶贫”之花结出
累累硕果。据近几年不完全统计，
女企业家们共计捐资捐物2000多
万元。“扶贫路上，多帮一个是一
个。”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陈
志坤和女企业家们对脱贫攻坚工
作的郑重承诺。

2020 年疫情期间，陈志坤到
疫情防控一线指挥调度，集中公司
所有力量“调结构、转角色、保供
给”，指导商场不停业、不断货、不
涨价，以维护市场稳定、保证民生
需求为核心，想方设法向市民提供
口罩、防疫中药汤剂、消毒用品等，
带头筹资向医院医务人员捐款 5
万元，向公安干警捐物2万元等，
为全市疫情防控工作贡献了积极
力量。

去年“8·18”特大洪涝灾害发
生后，陈志坤带领员工清理淤泥和
商品，以最快速度恢复市场供应，
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救灾工作中，保
供给、送物资、送慰问品等，助力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面对地震、疫情、洪灾等各种
突发事件，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陈
志坤率领三八商场没有关过一天
门，没有解聘一名职工，尽到了一
名企业家应尽的社会责任。如今，
陈志坤将助力乡村振兴纳入了公
司发展计划，更好地为建设美丽乡
村贡献力量。

坚守初心 服务民生

点评：
要想成为赢家，就要尽早

将想法付诸行动，勇敢地向前
迈步。陈志坤就是那个勇于
将想法付诸行动的人。尽管
已是花甲之年，但她依然是个
行动派。她跨越性别的沟壑，
踏平世俗的偏见，奋力拼搏、
勇于创新，在人生的征途中乘
风破浪，成为乐山女企业家中
的佼佼者，为乐山经济社会发
展建功立业的同时，也为年轻
女 性 树 立 了 自 强 向 上 的 榜
样。我们都应该向陈志坤学
习，勇敢追求梦想、突破自我，
无惧年龄，华丽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