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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吴德刚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
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

采访吴德刚时发现了一个规
律：每个双休日，总有一天能在办
公室找到他。

吴德刚很早就养成了在工作时
间之外学习、工作的习惯。在教育
部工作时，他就以“把工作当学问
做”的精神鞭策自己，将自己一半
以上的休息日和节假日用在了学习
和理论研究上。40 多年的工作生
涯中，每当组织安排了新的岗位，
吴德刚总会花较多的时间，对所从
事的工作从科学研究层面上进行学
习、思考和钻研。他认为：“干部
的理论素养主要是在八小时外形成
的。”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在新疆
插队的知识青年，能够逐步成长为
一位从事宏观管理和理论研究的工
作者。

记得第一次到北京前毛家湾一
号院采访吴德刚，他为了配合我的
采访需要，找出了或由他编著、或
由他主编、或收录有他文章的 30
本书籍：《西藏教育调查》《中国民
族教育研究》《中国义务教育研
究》《西部人才战略研究》《公道正
派论——关于组织工作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百年历史研
究》《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党史观》

《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 ……翻阅
这些书，能看出他不仅历经了多个
工作岗位，还能看出他认真对待了
每一段履历，为本职工作贡献了自
己的心血和汗水。

但评价自己时，吴德刚却很谦
虚：“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就是
沧海一粟，无非就是早晨天不亮起
来，晚上夜深了再睡，休息日多加
一些班；也无非就是多一些热情，
多负一些责任，多一些奉献，多做
一些事，然后这些事能让人民群众
过上美好的生活，他们更加信赖党
拥护党……”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
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长为今
天 拥 有 9700 多 万 党 员 的 百 年 老
党、执政大党，根本原因是有着广
大人民的支持，但同时，人民的支
持，与共产党人的成色有着莫大关
联。完成稿件后，我常常在想：在
每一个危急关头，舍生忘死、挺身
而出的革命英烈、建设劳模、改革
先锋，他们是具有感召力和榜样作
用的共产党员。但那些生长在和平
年代，立足本职默默奉献，为国为
民兢兢业业、披肝沥胆的共产党
员，不也是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一
面面鲜红党旗吗！

共产党人的成色
本报记者 韩雪

从拉萨到林芝的318川藏线国道旁，有
一条自西向东的河流，名叫尼洋河。这条发源
于5000多米的米拉山，最终汇入雅鲁藏布江
的河流中游处，湍急水流中立有一块巨石，两
岸山体巍峨，高山深沟之间，水击巨石之声震
耳，令人难忘。

说起中流砥柱，坐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副院长办公室里的吴德刚，最先想起的
就是此地此景。

1990年、1998年，吴德刚曾两次赴西藏
工作，在西藏工作期间实地考察了西藏所有
的高校、中等学校，以及近一半的小学，完成
了几十万字的调查笔记，足迹遍及西藏所有
的地市和县区市。而每每走川藏线经过此处，
吴德刚都忍不住将目光投向水中巨石，眼看
河流浩浩汤汤，眼看石顶孤松矗立，眼看石旁
激流澎湃，巨石自巍然不动。

多年后，为完成牵头负责的中央党史和文
献研究院五年规划重大项目，吴德刚参与梳理
90多种革命精神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厚重文
献中，重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
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新时代，无
数共产党人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奋斗历程，他
不由从这一中流砥柱的“形”想到无数位迎难
面险、坚定不移的中国共产党人，由形及意又
想到他们屹立浪潮、忠诚担当的革命精神，他
感慨道：“我们党为什么能在世界形势深刻变
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因为有
这样一批革命者、建设者！他们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真正的‘中流砥柱’。”

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走过百
余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
70多年、拥有近97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
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百余年走过的历程
对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对历史不倦脚步的追索，以及大半人生
的见闻，使得吴德刚对此有了深刻认识，他在
党史宣讲中不止一次这样讲：“党的历史就是
我们的精神家园，每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同
志，我们要用自己的力量、要用自己的心、用
自己的情去捍卫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今天
学习党的历史，就是要不断锻造我们的精神，
提高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力量，使共产党
人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把我们的国家建设
得更加美好。”

■“留土”西藏的精神洗礼

在2019年的《求是》杂志上，吴德刚发表
过一篇题为《“守初心、担使命”的精神旗帜》
文章，当中用到一张照片，是毛泽东同志站立
在延安窑洞前，穿着打补丁的蓝裤子和一双
黑布鞋，意气风发地给干部作报告的情景。吴
德刚坦言：“这张照片，我特喜欢！”因为，看到
这双布鞋，能真切感受到毛泽东是如何脚踏
实地站在黄土地上。

1990年夏，吴德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
原国家教委（1998年更名为教育部），作为新
进机关的年轻干部，参加了为期一年的支教
团，并被确定为西藏教育调研组组长。送行会
上，时任国家教委党组书记的何东昌勉励青
年干部：新进中央国家机关的干部首先应该
吃透国情，了解民情。当然，青年干部出国深
造也应该，但必须坚持走“先留土，后留洋”的
路子。“先留土，后留洋”，深刻影响了吴德刚
的人生轨迹。

作为第一批进藏支教锻炼的青年干部，
吴德刚花了7个月时间，走遍了西藏的42个
县，记录了30万字的调查笔记。正是这种被
基层干部总结为“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
的工作方式，给了吴德刚丰硕的收获。

“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中小
学，只有6所旧式官办小学……”“和平解放
后，西藏中小学的基本办学条件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在实际调查中，吴德刚看到，在西藏
许多城镇，很多地方有了漂亮整齐的学校。但
广大农牧区的乡村小学，办学条件极为艰难。

“有不少学生没有床铺，初冬时节仍然睡在潮
湿的地铺上；还有的教室没有桌椅，学生坐在
地上听课……”“同时，许多民办教师以非同
寻常的奉献精神扎根在农牧区学校。”

据统计，1990年西藏全区适龄儿童平均
入学率只有54%。广大农牧区适龄儿童的入
学率更低，初中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也很低，与
之相对应的，是小学生的高辍学率。“54%的
入学率，这就相当于100个孩子里，将近50
个孩子上不了小学。”时隔多年，吴德刚还清
晰地记得这个沉甸甸的数字。此后，吴德刚以
强烈的责任感，克服严重高原反应，多次进藏
参与制定西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规划、六年
义务教育规划、人才培养规划以及西藏关于
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和西藏农牧民教育等重
大政策法规。以绵薄之力投身于西藏普及义

务教育的工作中，他坦言：“我后来对西藏工
作的许多思路，大部分取决于 1990 年到
1991年的这段调研经历。”

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底，在西藏，15
年公费教育政策率先全覆盖；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95%以上，西藏教育事业整体取得
了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如今再提起这些巨变，吴德刚又多了深
一层的思考和感慨：“你想，今天的西藏有
99%的小学入学率。30多年有了这么大的变
化，这背后是什么？！”

在西藏的“留土”经历，让吴德刚尤其体
会到西藏教育事业的重大意义远远超出了教
育事业本身。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无论是
西藏的教育事业，还是经济社会发展，都取得
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其根本离不开一
种精神，这就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
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
藏精神”。“海拔高，境界更高，缺氧不缺精神”
是对西藏广大干部以及教育工作者的真实写
照和礼赞。

带着对“老西藏精神”的深切感悟，2001
年7月9日，吴德刚在中央国家机关援藏干
部欢送会上的发言中说，“西藏各族干部和人
民群众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老西藏精神’，
永远是我人生中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西藏的爱源于藏族人民的精
神世界

如果有人问，在西藏艰苦锻炼的那些日
子里，最难忘的是什么？吴德刚一定会毫不犹
豫地回答：“是我去过的八一村。因为在那里
的一项极限挑战，让我深深感受了藏族干部
群众崇高的精神世界。”

小小的八一村坐落在藏北海拔近5000米
高原上，它的原藏名叫“札萨村”，从村名的变
更可知当年解放军解救受苦农奴的感人历程。

吴德刚这样回忆它：“令人难忘，并不仅
因为它的小、它的高和它别具特色的村名，也
不仅是因这里的村办小学有一间我从未见过
的仅七八平米见方的教室……是因为这里的
藏族群众最朴实、最憨厚、最热情……”

1990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吴德刚
率西藏教育调研组在那曲地区（现为那曲市）
调研。离开八一村民办小学的归途中，他们乘
坐的吉普车陷进了被冰雪覆盖的沼泽地。当
陷入车毁人亡的险象时，是八一村那些素不
相识的藏族群众艰苦奋战了五个多小时，才
把车推了出来。

长年从事宏观管理和理论研究的吴德刚

平常格外理性，而在采访中回忆起这段经历
时却尤其动情。

“我不能忘记，在那五个多小时里，八一
村方圆好几里地居住分散的牧民们，不顾放
牧一天的疲劳，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赶来
支援我们……”

“我不能忘记，在那五个多小时里，陪同
我们的那曲县（现为色尼区）教育局曹局长，
不顾冰水刺骨，用双手一把一把清理车轮下
的障碍物……看着这位在西藏工作生活了
15个年头的、家在扬子江畔的大学生，因常
年在那曲高原的乡村学校里奔波，被冻掉了
半只耳朵，我的心不由自主感到了震撼，我更
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奉献，一种不同寻
常的奉献。西藏现代教育大厦的崛起，靠的不
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奉献者吗？”

“我不能忘记，在那五个多小时里，村里
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们一边用长长的藏袍袖
子擦着鼻涕，一边迎着刺骨的寒风走向不远
处的山坡，一趟又一趟搬运着垫车轮的碎石
块，谁也说不清他们究竟走了多少趟，到底搬
了多少块碎石……”

天黑了，高原的夜空中不时回荡着人们
奋力推车的号子声：“一二，加油！一二，加油！”

整齐、热烈、亲切、持久的号声永远留在了
吴德刚的心中，也将他的情感，留在了西藏。

1998年，教育部拟选派干部援藏。由于那
时西藏条件比较艰苦，再加上高原缺氧，很多
人望而却步。组织人事部门最后想到吴德刚：

“能不能再去一次西藏，完成好这项任务？”
没有犹豫，吴德刚第二次来到西藏，一干

又是三年。其间，担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的
吴德刚走遍了西藏所有的县，唯独剩下一个墨
脱县。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还没有通公路的县，
到过墨脱的人都说，这世上再没有比到墨脱更
难走的路了。2004年，已担任教育部政策法规
司司长的吴德刚又专程回到西藏，步行进入墨
脱，参与了当地“普六”验收工作。墨脱成为全
区最后一个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的县。

吴德刚总结说，“因为工作原因，我多次
进藏工作。尽管每次进藏时间长短不一，长至
三年，短则半个月，也尽管每次任务和角色不
同，或是下基层锻炼的青年干部，或是作为咨
询专家乃至教育厅副厅长，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那就是每一次进藏时在心灵上所受到的
震撼是强烈的，西藏高天厚土留给我的眷恋
是永恒的，我对西藏人民的真挚热爱更是无
限的。”更因为，“老西藏精神”在他心中的地
位是永恒的。

“我一生2/3的时间是在西部度过。”吴
德刚60多年的人生轨迹里，41年是在我国

西部地区度过，新疆、西藏、甘肃、陕西，都留
下过他生活、学习、工作的身影，但西藏对他
的影响最深。

那曲市和阿里地区不能生长树木，吴德
刚调研时了解到许多老百姓从没见过苹果，
更别提吃苹果了。这对吴德刚形成了深深的
触动，尤其他在物产丰富的新疆长大，却在西
藏体验到自然条件的恶劣和大自然的严酷无
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吴德刚人生中的又
一次“再教育”，也始终成为他关心帮助西藏
的强大动力。

2021年3月，吴德刚又一次回到西藏。这
一次，他是作为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
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宣讲和座谈交流
中，与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革命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
值，并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鸣。吴德刚注
意到：西藏广大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办
实事、开新局充满热情，在西藏昌都宣讲时，
市政协还利用休息日安排学习交流会；在拉
萨市与十八军老战士及老干部互动交流中，
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
以及“老西藏精神”强大生命力的高度认同，
都让吴德刚深受教育……

■始终做好塑造心灵的工作

吴德刚曾在多个省份和中央国家机关工
作过，但其中大部分的工作精力，都用在塑造
人的精神和心灵上。

作为教育工作者，他曾经参加民办教师
培训，历经大学教师、地方教育厅副厅长，教
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人事司司长、部长助理
等岗位，关心最多的是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

作为党建和党史工作者，塑造心灵的工
作面进一步拓宽。

2017年6月，在迎来建党96周年之际，
国新办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党史研究和
宣传工作，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吴
德刚说，要讲好党史故事，以真理的力量打动
人、感化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
当年 2 月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的号召。这一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吴德刚
站上了“委员通道”——

“作为党史工作人，我们要讲好中国共产
党的故事、讲好人民的故事、讲好革命英模的
故事、讲好领袖的故事。我们更要让千千万万
的青少年知道，我们的红色江山来之不易，是
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特别提到：学习党的历
史，就是要不断发扬革命精神，党的革命精神
与党的历史就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021年5月14日，吴德刚走进了全国政
协“委员讲堂”。这期“委员讲堂”以党史学习
教育为主题，邀请吴德刚委员为全国政协委
员和机关干部作了题为《铭记百年光辉历程，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报告，讲述中国共
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精
髓与力量。“我们取得所有的成绩，都是无数
共产党人付出大量的心血、汗水甚至用生命
换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岁月
中，在和平时期，仍然有很多革命者、建设者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说在整个川藏、青藏
公路的修筑过程中，3000多名干部、战士和工
人英勇捐躯。而为了实现伟大脱贫攻坚任务，
有1800多名党的好儿女献出了生命……”

2021年以来，吴德刚作为党史学习教育
中央宣讲团成员和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
员宣讲团成员，为党政机关、高校、企业、基层
单位进行宣讲，全年累计42场，最密集时，两
三天一场。“他每一次去讲，都会弄清楚是什
么单位，谁来听，根据受众的情况，花上一天
半天时间，再重新调整一遍讲稿。”胡志鹏是
2019年10月来到吴德刚身边工作的兼职秘
书，三年多下来，他最大的感触就是：精神的
力量是做好工作的不竭动力。

诚然，工作45年，入党40年，无论是从
事教育工作，还是从事组织工作或是党史工
作，吴德刚的工作重心都是塑造人的精神和
心灵。他总结说：“教育工作主要是塑造青少
年的灵魂，党建工作是锻造党员干部的灵魂，
而党史工作则净化人的灵魂以资政育人。”在
他看来，“中流砥柱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之魂的体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可以成为全
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靠山。有了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气神，我们国家能够前进，民族能够
前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灯塔就能够照亮人
类前进的道路。”

吴德刚：守望精神的家园
文/本报记者 韩雪 图/本报记者 姜贵东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