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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钢笔赠儿子，是李狄三的遗愿，但钢笔并没送

到李狄三儿子手中，而另一支钢笔成了他家人的传家

宝。

李狄三的孙女李惠聪告诉记者：“整整 12 年，爷爷

没有回过一次家。”

随着李狄三研究资料的公开，孙辈们也理解了，爷

爷这位“硬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心底依然惦念着

3000公里外的家人。

他给家人留下的遗言是：“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

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我的奖品，如有可能请组织转

交给我的儿子五斗，还有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马本送

的，请转交给我的母亲。

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留给家人的全部遗产。遗憾

的是，这支钢笔并没能送到李狄三儿子的手中。

在后续部队战友转送李狄三遗物的途中，突遭泥

石流，所有物品，包括钢笔在内全部遗失。

还好，李狄三的战友们一直记着这个遗愿。

进藏先遣连原副连长彭青云，把自己的一支“金

星”钢笔送给了李狄三的儿子，这亦是彭青云在南泥湾

时获得的奖品。

“这支钢笔我们家一直珍藏着。”李狄三的孙子李

惠军说。李狄三的孙辈们了解爷爷，基本是从别人口

中得知的，而非家人。

“奶奶不善言辞，几乎没有向我们说起过爷爷的故

事。”李惠军说。

这家人，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朴实而又坚韧，

没有对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

耿兵海与李狄三家人相熟，作为无极县历史文化

研究会名誉会长，他查阅史料发现，在整个抗日战争

中，无极县共有 2970 人参加八路军，有 1462 名英烈血

染疆场。还有 470 人参加贺龙的部队，其中就包括李狄

三。

来到河北无极县，距离县城不远的里城道村，是李

狄三的老家。

李狄三的出生日期，各方说法不一。其后人亦不

太清楚，查阅史料推断应该在 1914年至 1917年之间。

“我爷爷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二，一家人的生活非

常穷困。”李狄三的另一位孙子李会田说，他现在担任

着里城道村党支部副书记。

可以确定的是，与很多无极县的穷苦家庭一样，李

狄三家中的田地，一半种着棉花，一半种着粮食。

来到李狄三故居原址，李会田介绍说：“我爷爷之

前就住在这里，以前是土坯房，我们 80 年代翻修成了砖

房。”

“这里有一架爷爷当年用过的纺车。”他向记者介

绍。

其中，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李狄三擅长纺线

和织布。据他家人回忆，由于冬天太冷，他只好在地窨

子（地窖，与后来先遣连到达阿里所挖的地窝子很相

似）纺线，里面虽然昏暗，但这里比家中更暖和。

日子清苦，李狄三靠着纺线织布换钱补贴家用，但

宁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

1937 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无极县的国民党政权

弃城南逃，日本侵略者到来，全县民不聊生。

耿兵海介绍说，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宣传抗

日救国主张，积极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那时，无极县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号：有人出

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

1938年，李狄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惠聪说：“爷爷入党之后，从事秘密工作，家人和

邻居都不了解具体情况，他也从来不和奶奶讲。”

日军占领了县城，李狄三和其他共产党员，活跃在

当地农村，不断进行抵抗。

1939 年夏天，李狄三参加了贺龙的 120 师，离开家

乡，在平汉铁路以西的太行山坚持游击战。

李狄三是背着父母参军的，走之前的晚上对妻子

告别，嘱咐她要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妻子听后泪流

满面，灯光下为上路的丈夫缝补衣服。天不亮，李狄三

摸了摸睡熟的儿子，吻了一下儿子的面颊，对妻子说：

“我走了，多保重，革命胜利后回家团聚……”

“这也是爷爷奶奶最后一次见面。”李惠聪说。

李狄三很爱学习，曾跟着村里的老人学会了吹笛

子。入伍后，李狄三表现很突出，高高的个头，能说会

唱，是 120师非常活跃的宣传员。

后来，他被送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到

359旅担任排长、团民运股长、联络股长等职务。

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他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纺

织能手。1946 年，他随西北军西征，转战关中平原，参

与打通河西走廊，翻越祁连山进军新疆，再带着先遣连

入藏，把第一面五星红旗插上了西藏。

儿子五斗也是一名共产党员，1976 年他去阿里地

区给父亲李狄三扫墓。李惠聪回忆：“父亲回来后，问

我愿不愿意去阿里工作？”

“愿意！”李惠聪回答。那时，她只知道阿里是一个

偏远的地方，爷爷在那里牺牲，其他，一无所知。

从老家出发，经转乌鲁木齐，再乘车到叶城，一路

走了一个月，才到了爷爷的墓碑前，李惠聪忍不住放声

大哭。

“看着荒凉的高原，我就想，爷爷是一路骑马、走路

过来的，太不容易了。”她在阿里地区医院工作了两年，

如今已经退休。

“现在阿里怎么样了？”她关切地问。

看着记者手机里的照片，她说：“阿里变化真大！”

从 援 藏 到 留 藏 ，俞 江 是 来 自 河 北 的 一 位 阿 里 干

部，他对先遣连历史颇有研究，他说：“李狄三是中国

共产党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他不仅具备丰富的战

斗 经 验 ，而 且 具 有 较 高 的 政 治 理 论 水 平 和 思 想 觉

悟。”

这支钢笔的故事，还在延续。

“传承长辈的精神，为国家作贡献，这是我们的家

风。”李狄三堂侄子李保忠说。

本报拉萨10月13日讯 西藏自治

区阿里地委原书记朱中奎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

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朱中奎简历

朱中奎，男，汉族，1963 年 4 月出

生，四川长宁人，1986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79 年 2 月参加工作，中央党

校在职研究生学历。

1979 年 2 月至 1982 年 11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卡贡区（现卡

贡乡）会计；

1982 年 11 月至 1987 年 6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财政局会计；

1987 年 6 月至 1993 年 12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江达县财政局局长；

1993 年 12 月至 1995 年 1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行署驻成都办事处

昌都宾馆经理；

1995 年 1 月至 2001 年 11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行署驻成都办事处

副主任兼昌都地区经济贸易开发总

公司经理、副总经理（副县级）；

2001 年 11 月至 2002 年 4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财政局党组副书记；

2002 年 4 月至 2007 年 6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区财政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4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委副秘书长（正县级）；

2008 年 4 月至 2009 年 11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委秘书长（副地级）；

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委委员、组织部部长；

2012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委常务副书记、组织部

部长（正地级）；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2 月，西藏

自治区昌都地委常务副书记、组织部

部长、地委党校校长；

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7 月，西藏

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区党委全面深

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1 月，西藏

自治区阿里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2017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西藏

自治区阿里地委书记；

2021年 9月免职。

本报西宁 10月 13日电（记者 袁

海霞）13 日上午，“同饮一江水·共话

澜湄情”——2021 澜湄万里行中外媒

体大型采访活动（以下简称澜湄万里

行）在青海西宁启动。

2021 澜湄万里行由中共青海省

委宣传部、云南省委宣传部、西藏自

治 区 党 委 宣 传 部 主 办 ，青 海 省 人 民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青 海 省 外 事 办 公

室、人民日报青海分社、中国新闻社

青海分社承办。2021 澜湄万里行将

持续至 10 月 30 日，期间，人民日报、

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中新社等中央主要新

闻媒体，柬埔寨高棉日报、越南人民

报 、越 南 通 讯 社 、越 南 电 视 台 、越 南

之声、缅甸《金凤凰》网、法国《欧洲

时 报》、巴 西《南 美 侨 报》等 海 外 媒

体 ，将 在 青 海 、西 藏 、云 南 三 省 区 开

展 行 进 式 采 访 。 此 外 ，2021 澜 湄 万

里 行 期 间 ，还 将 举 办 澜 湄 万 里 行 学

术 交 流 会 、视 频 连 线 澜 湄 五 国 外 籍

人士等活动。

据了解，澜湄万里行是以行进式

采访为主，配合开展学术、文化交流

等对外宣传的活动。

李狄三后代：

还原真实的“燕赵英雄”
本报记者 章正 李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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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狄三后代档案：

李狄三孙女李惠聪，1960 年出

生，无极县医院退休；

李狄三之孙李惠军，1962 年出

生，无极县财政局退休；

李狄三之孙李会田，无极县里

城道乡里城道村党支部副书记。

右图：1977 年，李惠聪（左一）与他

人在爷爷李狄三墓前合影。

本报记者 章正 翻拍

2021澜湄万里行中外媒体大型采访活动启动

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委原书记朱中奎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日喀则市亚东县上亚东乡如丙岗

村，于 2012 年成立了上亚东乡罗旦土鸡

养殖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发展林下土鸡养殖和土鸡蛋生产，带

领村民增收致富。

图为合作社饲养员在给鸡喂食。

本报记者 白娟 张斌 格桑吉美 摄

林下养鸡

助增收

“来短信、中大奖，不用理会别多想……”西藏网

警手持快板绘声绘色地向过往市民宣传网络安全知

识。

近日，由区党委网信办牵头，区党委宣传部、区教

育厅等 14 家单位共同组织实施的 2021 年国家网络安

全宣传周西藏自治区活动在拉萨市启动。活动启动

当日，有关单位、网络安全企业在宇拓路、八廓商城、

城东万达广场集中布展，通过视频宣传、摆放展板、发

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

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网络安全常识，同时展示

了近年来网络安全技术成果。

今年的网络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增强广大市民群众“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意识，推动全社会形

成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浓厚氛围，营造安

全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

活动现场，广大市民群众仔细观看各单位网络安

全宣传展板，工作人员向大家发放了宣传资料。市民

普布多杰拿着一本宣传资料仔细地听工作人员讲解，

听后，他说：“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守。”

“本周是 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加强个人

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谨防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

安全风险，共筑网络安全防线。”这是市民李女士近日

收到的电信公司发来的网络安全公益短信。李女士

说：“网络已经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与我们的工

作、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应该知道在网络安全战线

上，我们面临的形势很严峻，但似乎又不被大家重视，

我也一样。这样的活动能让大家对网络安全有更多

的认识，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宣传周正式启动后，10 月 12 日至 17 日，相关单位

会陆续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

个人信息保护日六大系列主题日活动。除此之外，活动

期间还会举办 2021年中国技能大赛——西藏自治区第

六届网络安全技能大赛、青少年网络安全知识竞赛等，

从各个领域持续掀起网络安全宣传热潮，有效发动全民

广泛参与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增强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能，全面营造

全区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本报拉萨 10 月 13 日讯（记 者 王

雅慧）根 据 区 党 委 部 署 安 排 和 区 纪 委

工作要求，近日，区党委常务副书记、

区政协党组书记庄严主持召开分管部

门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专 题 谈 话 会 ，听 取 情

况 汇 报 。 他 强 调 ，要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重 要 论 述 ，

贯 彻 落 实 区 党 委 和 区 纪 委 工 作 要 求 ，

全 面 落 实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各 项 责 任 ，全

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干

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在听取情况汇报后，庄严指出，今

年以来，各分管部门党委（党组）全面

贯彻落实党中央及中央纪委关于加强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的 各 项

决 策 部 署 ，按 照 区 党 委 及 区 纪 委 工 作

安排，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坚持推动业

务 工 作 和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两 手 抓 、两 促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新 成

效。

就进一步抓好分管部门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庄严强调，一要坚持正确政

治 方 向 ，切 实 把 政 治 建 设 摆 在 首 要 位

置，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按照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安排，坚定不移

强化党的政治工作。

二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增强

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牢固树立

“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失职，抓不好

党风廉政建设就是渎职”的观念，坚持

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

署、同推进、同考核。

三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区党委实施办法，

密切关注“四风”问题新动向，深化拓展

基层减负工作，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

权现象，深入基层加强调查研究，驰而

不息整治“四风”问题。

四要用好“四种形态”，切实把纪律

规矩挺在前面，进一步引导机关纪委、

纪检干部和党支部提高思想认识、转变

执纪观念，全力支持和主动接受纪委派

驻机构的监督。

五要深化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

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廉洁从政教育和纪律教育，督促党员干

部时刻用纪律的尺子衡量和约束自己，

养成纪律自觉。

六要努力营造敢于负责担当、争相

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培养造就一支具

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

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自治区纪委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

导。

庄严在分管部门党风廉政建设专题谈话会上强调

全面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各项责任

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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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拉萨 10月 13日讯（记者 李

梅英）近日，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

举办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奖补资金

兑现仪式。

此次兑现仪式，旨在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区党委、政府关于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

安排部署，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加强

我区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吸纳未就业

农牧民能力，积极释放扶持政策红利。

仪式上，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

为西藏恒源人力资源咨询有限公司、

西藏华勤互联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发放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扶持资

金 80万元。

“感谢自治区关于农牧民转移就

业基地扶持的政策，今后我们组织农

牧民就业就更有信心和奔头了。”西

藏华勤互联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经理叶胜兰说。目前，该公司已吸

纳 78名农牧民就业。

近年来，随着我区扎实开展稳就

业工作，越来越多农牧民通过务工增

加了家庭经济收入。截至 2021 年 7

月，我区农牧民转移就业 58.41 万人，

实现劳务收入 57.92亿元。

“接下来，自治区就业服务局将

积极督促各地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

扶持资金兑现，加快求职补贴、转移

就业路费补贴、就业创业补贴等兑现

工 作 ，保 障 更 多 农 牧 民 家 庭 稳 定 就

业。”自治区劳动就业服务局副局长

次仁顿珠说。

我区举行农牧民转移就业基地奖补资金兑现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