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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虽然家中重病的母亲
需要照顾，但每个周日的上
午，王红兰都要来到自闭症
患儿程琳的家里，“一对一”
地陪伴、帮助完成家庭作
业、辅助康复训练……这
在近两年王红兰的日程中
几乎雷打不动。年届不惑
的王红兰，已为公益事业
默默奉献了7个春秋。

王红兰曾是国有企业
的一名普通员工。2010年
底，她加入海拉尔义工联
合会，是第一批义工联成
员之一。7年多时间里，王
红兰累计义务服务1200多
个小时，是海拉尔义工联

1000多名义工中的首位五
星级义工、唯一的终身荣
誉义工。2017年8月，她荣
登内蒙古助人为乐好人
榜。

帮扶“三无老人”和孤
残家庭的“松柏之爱”，是
海拉尔义工联的品牌服务
活动。自加入义工联起，王
红兰就一直服务在“松柏
之爱”的第一线。

为老人打扫洗涮、做
饭买药，帮助联系廉租房、
医保低保、有线电视，带老
人去医院看病，甚至为老
人刷尿桶，事无巨细，王红
兰在无私奉献中践行着一

名志愿者的服务宗旨和理
念。

家住建设办事处的赵
会圆是典型的“三无”老
人———无子女、无配偶、无
工作。租住在低矮平房中
的她只能靠政府低保金生
活。2012年5月开始，作为

“一对一”服务对象，王红
兰和义工们每周都要到赵
会圆家中，照料老人、打扫
卫生、做菜做饭。老人生活
拮据，大伙就凑钱为老人
买菜、买药。

每到冬季，赵会圆家
低矮破旧的平房难抵冬日
的严寒。王红兰就和义工

们自己掏钱或找爱心商家
支持，为老人买煤取暖。在
王红兰和义工们的奔波协
调下，2015年底，赵会圆终
于住进了温暖明亮的廉租
房。如今，74岁的赵会圆老
人精神开朗，对生活充满
了信心。

王红兰说，5年多的相
处，她和赵会圆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老人拿我们就
跟自己的子女一样，有事
就打电话，对我们都有依
赖性了，每周都盼着我们
去呢。”如今，“松柏之爱”
已“一对一”帮扶20多位老
人，同时还为海拉尔区3家

养老机构200多位老人提
供不定期帮扶服务。

从2011年4月开始，王
红兰和义工们每周都要到
呼伦贝尔市儿童福利院，帮
助保育员照顾福利院5名孤
儿。之后，他们又把帮扶活
动延伸到呼伦贝尔市特殊
教育中心，开展了为患有自
闭症和残障儿童服务的“快
乐成长”品牌活动。

每周三下午，王红兰
和10多名义工都要来到特
教中心，代替家长陪伴患
儿；每周日上午，他们“一
对一”入户，陪伴患儿、完
成家庭作业、辅助康复训

练。9岁的程琳父母离异，
平时都是由奶奶陪着上
学。他是王红兰这两年“一
对一”服务的自闭症患儿。
王红兰说，通过这两年帮
扶，程琳进步特别大，家庭
也有了生气。李想、姚俊
在、李鸿博……这几年王
红兰服务过的患儿有二三
十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回首这些年投身公益事
业，王红兰觉得，虽然与家
人团聚和陪伴老人的时间
少了一些，但她收获更多：
得到的就是快乐，是成就
感，是幸福感。

一排排经过灌装的啤
酒瓶在流水线上缓缓移动，
中途还要经过电子拍照检
验、在啤酒瓶上加贴标签等
程序，最终才能装箱入库。
这是记者近日在燕京啤酒
（呼和浩特）有限公司包装
车间看到的情景。

“啤酒生产的自动化
程度非常高，从原料处理、
糖化、发酵、过滤、灌装一
直到成品出厂，都需要严
格的自动控制，李强可是
这方面的专家。”燕京啤酒
（呼和浩特）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宋魁文指着旁边的一
位中年男子说。

提起李强，他在啤酒
生产过程控制方面可以说
是赫赫有名。作为内蒙古
计算机信息研究院副院
长、内蒙古灵奕高科技（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他除了在啤酒行业过程控
制方面成绩卓著，还在乳
品、制药、食品等领域完成
了多项开发项目和工程项
目，承担国家和自治区科
研项目40余项。2010年，他
荣获自治区杰出人才奖。

“我这一生的工作主
要是啤酒生产自动化控
制，我们把计算机技术、自
动化技术、啤酒生产技术

有机结合起来，让复杂的
啤酒生产工艺过程变得简
单化、智能化、卓越化。我
们用心帮助厂家解决难
题、培训技术人员、建立技
术服务体系，积极为客户
创造更高价值，最终赢得
了行业的认可。”李强说。

李强第一次涉足啤酒
生产行业是在原内蒙古啤
酒厂的建设中。当时，尽管
李强所在的内蒙古计算机
中心有一定的实力，要啃啤
酒发酵控制系统这样的硬
骨头，困难是非常巨大的。

李强说：“当时，正在
筹建的内蒙古啤酒厂已经

与国内的一家知名科研单
位签订了啤酒发酵控制系
统设计与施工合同，我们凭
着执著的精神并押上了自
己的前途硬是把合同争取
了回来。我们用加倍的努力
和必胜的决心去工作，用学
生和徒弟的心态去学习去
请教，大家正是靠着这种精
神，成功完成了这个项目。”

李强1998年担任内蒙
古灵奕（集团）信息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以来，
面对啤酒市场国内外强大
的竞争对手，他积极把握
机遇，把每一个承接的工
程都当作样板工程来对

待，用超过别人数倍的努
力，把啤酒过程控制技术
服务市场拓展到区外。从单
一的发酵控制系统到全车
间控制，再到现在的全厂整
体控制和生产信息化管理，
他们的技术实力达到国内
同行业领先水平，不仅占据
了国内大部分市场，而且还
把技术服务领域扩展到了
蒙古国、叙利亚、孟加拉国、
安哥拉等国家。

“一个啤酒项目，一辈
子也干不完。现在，我们正在
开展智能工厂、智能制造的
研究、中试、项目推广和研发
工作，同时也开始把自动化
和信息化控制技术向乳业和
饮料行业延伸。我们要发扬
工匠精神，依靠科技创新引
领企业发展，依靠努力奋斗
赢得成功，把啤酒生产自动
化信息化做得更卓越！”面向
未来，李强信心满满。

新华社武汉5月28日

电（记者 黄 艳） 初夏
时节的洪湖，荷叶田田、湖
风阵阵，一浪打过一浪的湖
水，仿佛述说着曾经在这里
抛头颅、洒热血的红色故
事。洪湖“红五子”的故事在
洪湖地区流传甚广。“红五
子”之首刘绍南铡刀之下不
变节，给这鱼米之乡注入源
源不断的红色力量。

刘绍南，别名刘自棠，
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沔阳
县戴家场土地沟（现属湖
北洪湖市）一个封建地主家
庭。1924年考入武汉中华大
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6年春受党组织派
遣，刘绍南回家乡发动和领
导工农革命运动，先后任中

共沔阳县委委员、沔南区区
委书记、沔阳临时县委书
记、中共湘鄂西党委书记兼
武装总指挥等职。大革命失
败后，刘绍南等继续坚持地
下革命斗争。

1927年9月10日，遵照
中共湖北省委和鄂中特委

的指示，刘绍南等率领共产
党员和农民群众共300余
人，在戴家场发动了声势浩
大的“中秋”武装暴动，消灭
地方民团，恢复农会组织，
建立游击队。戴家场武装
暴动，打响了洪湖地区武
装斗争的第一枪，并推动
滨湖各县的武装暴动和许
多小块根据地的建立。随
后，刘绍南担任中国工农
红军十六师政治部主任。

1928年夏，红十六师
挺进湘西，刘绍南留守洪
湖。国民党反动军阀与土
豪劣绅互相勾结，对根据
地进行了疯狂报复，大肆

“清剿”、捕杀共产党员和
工农运动骨干，重金悬赏
捉拿刘绍南等领导人。7月

10日，由于叛徒告密，刘绍
南等在召开党的秘密会议
时被敌人重重包围。刘绍
南临危不惧，留下阻击敌
人，掩护同志们安全撤退。
激战中，刘绍南伤重被捕。

被捕后，面对敌人高
官厚禄的收买，刘绍南不为
所动，坚决斗争；面对敌人
非人酷刑的折磨，他铮铮铁
骨，威武不屈。敌人无计可
施、恼羞成怒，押着刘绍南
游乡，他一路上慷慨激昂地
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

临刑前，敌人企图以
他的妻子正怀有身孕、父
母年过半百劝降刘绍南，

被刘绍南严词拒绝。刑场
上，刘绍南高唱起自己在
狱中写下的《壮烈歌》：铡
刀下，不变节。要杀就杀，
要砍就砍。要我说党，我决
不说！杀死我一人，革命杀
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
滴血，眼睛哪肯把敌瞥！宁
死不屈，烈！烈！烈！

1928年7月23日，刘绍
南慷慨就义，年仅25岁。由
于他与彭国材、贺闯、涂位
云、李德珍是洪湖沿岸地
区农民运动的最早发起
者，后人赞誉他们为洪湖
的“红五子”。

刘绍南的英雄事迹影

响着一代一代的洪湖人。
他所在的村子，后来更名
为绍南村，他的故居也成
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
年都有青年学生前来瞻仰
祭奠英烈。

在洪湖市民政局工作
的刘绍南之孙刘圣告诉记
者：“先辈们的鲜血换了我
们后来的生活，爷爷的故
事也形成了我们家的家
风———先国家再有小家。
从我父亲到我，我们都继承
爷爷的遗志，以党和国家的
事业为重，以大局为重，严
于律己，勤政廉洁，做一个
为民服务的好公仆。”

帮助别人 快乐自己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李玉琢

把啤酒生产自动化信息化做得更卓越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苏永生

刘绍南：宁死不屈真烈士

刘绍南（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