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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周永开——全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耳熟能详
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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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民
生和生态建设……

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四川省原达县地区纪
委书记。在担任纪委书记期间，他勇于同腐
败行为作坚决斗争，顶着巨大压力，查办了轰
动全国的案件。他常说：“做人要像蜡梅，不
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周永开一
生追随党、赤诚为人民，像蜡梅一样，把清香
留在天地间，成为老百姓念念不忘的“周老革
命”。

历史于时序更替中前行，梦想在接续奋
进中实现。作为我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的
先进典型，周永开的光荣事迹和崇高品德，不
断激励着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对党忠诚、勇于
担当、砥砺前行。

岁月易老 初心如磐
“党是我一生的追随”

“小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是共产党让
我有书读。”周永开回忆，20世纪40年代，中
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在他的老家——原达县
地区巴中县建了一所学校，名为化成小学。

这所学校的教师大多是来自延安和四川
各地的地下党员。他们为贫苦学生捐赠学
费，也让15岁的周永开实现了上学读书的梦
想。在化成小学，周永开接受了进步思想的
洗礼，红色的种子慢慢地在他心中生根发
芽。1945年初秋的一个黎明，在巍巍青山的
见证下，17 岁的周永开庄严地举起右手宣
誓，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是我一生的追随”，这是周永开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坚守一生的信仰。
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敌人的刀口下坚持地下
斗争，在达县及周边发展起70多个基层党组
织和上千人的党员队伍。新中国成立初期，
周永开先后担任中共巴中县委副书记、书记
等职务。那时候，田间地头人们总能看到穿
着草鞋、两手是泥的周书记，因此大家都喊他

“草鞋书记”。
担任领导干部几十年，变换多种工作，周

永开始终兢兢业业，恪守一名共产党员的本
色。离休后，周永开来到万源市花萼山，与另
外两名退休老同志自发组成义务护林队，扎
根花萼守山护林。在他的感召下，村民们主
动加入义务护林员行业。20多年间，他走遍
花萼山区11个乡镇、30多个村，义务植树造
林1500多亩，硬是把荒山变成了绿林，绿水

青山恢复了，他自费出钱请专
家、送种苗，通过规模化种植
萼贝为村民打开一条致富路。

“我是在党的教育、培养
下成长起来的，理应知恩图
报。”1995 年，周永开在张爱
萍将军的母校——现达州市
通川区蒲家中学，自费建起

“蒲家英烈园”，确立“热血”纪
念日，设立“热血”奖励基金，
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1998
年，周永开与当年川东北地下
党老党员发起成立“共产主义
奖学金”，至今已累计奖励师
生1000余人。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终身，就是要奋斗到我死的那

一天！”今年95岁的周永开，至今仍在为党的
事业奋斗。

纪检情怀深厚
“要敢于得罪少数人，让大多数人满意”

周永开在原达县地委纪委书记一职上
离休，有着深深的纪检情怀。“进了纪委这道

‘门’，就不能怕得罪人！”是周永开一直奉行
的原则。1983 年至 1987 年，周永开担任达
县地区纪委书记，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扳
倒李某乾”。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要案。

20 世纪 80 年代，达县地区有一个“名
人”——原达县地区轻工业局局长兼罐头厂
党委书记、厂长李某乾。李某乾在当地政界
混得风生水起，但凡评选先进，一定少不了
他，他获得的中央、省、地区、县奖状就有 50
多张。在民间，他更是声名在外，只因他掌握
着当地百姓吃肉的大事。那时，每人每月的
定量肉只有一斤，而生产红烧猪肉罐头的罐
头厂，却有大量的边角肉等，只有李某乾批条
子才可以购买。

李某乾利用手中的权力广结“人缘”，头
顶光环无数，但本人嚣张跋扈、一手遮天，甚
至利用职务之便，奸污了多名女工。尽管对
他的举报信不断，但有人却说李某乾对地方
经济贡献很大，处理相关问题线索要慎重，有
的知情人怕打击报复，也不敢站出来伸张正
义。

“这么严重的问题都处理不了，我还当这
个纪委书记干什么？”收到群众举报后，原达
县地区纪委成立调查组进驻罐头厂，周永开
任组长。李某乾听到风声后，发动多方势力
和调查组对抗。

调查组入驻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一群小
混混的挑衅，他们手拿棍棒，厉声威胁：“你们
几个，马上滚出罐头厂！”对此，周永开回答：

“怕，就不是纪检干部！”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周永开经受了外界

各种各样的压力，有的劝他“不要生事”，有的
提醒“注意团结”，有的还扬言报复，周永开

“软硬不吃”。通过他多方走访、收集证据，许
多知情人纷纷抛开顾虑，一五一十地向调查
组反映真相。面对铁证，李某乾不得不认罪
伏法，罐头厂内的鞭炮声响彻云天。

在贪腐分子面前，周永开从不退缩，他始
终坚守着纪检干部应有的责任和担当，牢记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任期间，无论遇
到多大的阻力、压力，他总是以高度负责任的
态度，敢于较真、勇于斗争、勇挑大梁，在他的
执着坚持和不懈努力下，一个个负隅顽抗的
被调查人败下阵来，如实交代违纪违法犯罪

事实，累计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在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式上，周永开对

年轻纪检监察干部寄语：“纪检监察干部要挺
起腰杆，敢于担当，胆子要放大一些，不要怕
这怕那，不要怕得罪人，要敢于得罪少数人，
让大多数人满意。”

“梅花傲霜斗雪，我们纪检监察干部也一
定要有这样的斗争精神和高尚品格，才不会
输掉这场新时代的伟大斗争！”周永开坚定地
说道。

清廉自律正家风
“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在好好工作”

三架木床，一个脸盆架，两张掉皮破洞沙
发，几件掉漆老式木柜，孤零零地陈列在 20
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里，这就是周永开的住
所。破旧的家具，简陋的陈设，在常人看来，
这是一个清贫之家。

而在周永开眼中，这个家却无比“富
有”。客厅的西北角，是周永开的书房，旧式
木质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共产党宣言》《毛
泽东传》《列宁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各类书籍。周永开酷爱读书，他说“小时候家
里穷，读不起书，是共产党让我有书可读”，他
还说“生活清贫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的清
贫。”思想的富足，与生活的艰苦朴素，在周老
身上格外显眼。

周永开一生清贫节俭，形成了勤俭节约
的良好家风。在他的提倡和影响下，清俭渗
透到了家庭成员的生活点滴中。周永开教育
子女“党员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并与子女
约法三章“一不发请帖，二不摆婚宴，三不收
礼金”，鼓励年轻人结婚要新事新办，一切从
简。在他的影响下，子女们纷纷养成了勤俭、
清廉的优秀品质。

周永开一生忠诚于党，并将对党忠诚的
信仰融入家庭信仰中，代代相传给了自己的
子孙后代。他常常告诫子女：“行行出状元，
只要是为老百姓服务，就是在好好工作”，让
子女们“去做一颗螺丝钉”。还提出了“一个
家庭要有一种精神，要有信仰，要有一个魂。
我们家要设一个奖——‘家魂奖’”，每年对家
庭成员中党员的思想、工作进行总结、评比、
表彰，激励先进、批评后进，引导家庭成员信
党、爱党、追随党。

“入党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周永
开自己曾这样讲。同时他也很看重家人是不
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动员下，妻子吴应明和
儿子孙子孙女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计
十几名党员，小小的家庭会议，开成了周家的

“家庭民主生活会”。周永开言传身教子孙后
代，它传承的不仅是革命的优良传统，还有周
家为党和人民做贡献的优良家风。

2005年集资修新房子，他说“我退出，年
轻人才有机会。”当领导关心他的居住条件
时，周永开说“群众住好了，我们才放心，大多
数群众住上好房子，我们少数人差一点，我没
有怨言。”周永开的心中，永远装着人民。

两袖清风来，党性光芒存。“我要干干净
净地来，干干净净地去，将来离世之后还要捐
出我居住的房子、余下的存款和自己的遗体，
以此回报我们伟大的党和人民。”

桑榆未晚霞满天，人间最重是晚晴。对
周永开同志而言，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
仰，执着的是不懈奋斗。如今，年过九旬的他
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对党对人民的
无限忠诚，像一匹负轭老马，不忘初心使命，
矢志砥砺前行。

一生追随党 赤诚为人民
——“周老革命”纪检岁月掠影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赵曼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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