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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基因不断传承下去
——记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之孙马继志

一东“三变” 周繇：书写植物学的“诗和远方”

近日，一场近万名师生聆听
的“思政+红色”沉浸式大思政课
在吉林体育学院举行。主讲人马
继志以英雄后人的视角，用真实
的故事、详实的史料、感人的细
节，深情讲述爷爷杨靖宇的故事。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字骥
生，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人，中国
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著名抗日民族英雄，
鄂豫皖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
一，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
和领导人之一。1932年，杨靖宇
受党中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
军，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
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
令兼政治委员等职，率领东北军
民与日寇血战于白山松水之间。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冰天
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
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
后，在濛江县（今吉林省靖宇县）
壮烈牺牲，时年35岁。

“小时候，母亲就经常给我们
讲爷爷的故事，告诫我们作为英
雄后人，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自
己肩负的责任。”诚如他的名字一
样，在优良的家风熏陶下，马继志
从小就志存高远、心怀家国。

1977年，听说部队来当地招
兵，马继志奋勇当先，第一个就报
了名。在部队，马继志时刻告诉
自己：作为英雄的后代，我一定不
能比别人差。作为一名通信兵，
为干好无线电报务工作，他查阅
专业书籍，勤学苦练，最终掌握了
技术要领。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后，马继志向部队写了请战书。
1979年3月3日夜，攻打凉山的一
次战斗间隙，马继志和通信班的
战友在指挥车上值班，一部分溃
散的敌人想从指挥车附近“突
围”，由于口令不对，一时枪声四
起。突然，马继志感觉腰部像火
烧似的一热，用手轻轻一摸，湿漉
漉的，那是血，随后腰部传来剧烈

的疼痛。马继志知道自己中弹
了，他立即趴在壕沟里，一边隐蔽
自己，一边将枪口瞄向敌人，继续
进行还击。马继志和战友消灭了
数名敌人，最终将对方击退。战
斗结束后，部队首长多次劝马继
志撤离战场，可他坚决要求留下
来，直到作战任务胜利完成。马
继志也因作战英勇荣立三等功。

“爷爷的功绩是我们的骄傲，更是
我工作的不懈动力。”马继志坚定
地说。

在部队服役期间，马继志从
未提过爷爷是杨靖宇。从部队转
业后，他更是从司炉干起，一直当
了30多年的货运列车司机，直到
退休。“我算是中国火车发展的见
证者之一，先后经历了蒸汽机车、
内燃机车、电力机车。”马继志自
豪地说。

吉林是一片红色热土，也是
杨靖宇将军生活过、战斗过的地
方。退休后，马继志来到长春定

居生活。“我爷爷当年为了这块土
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宁死不
降。爷爷的尸骨埋葬在这里，吉
林就是与我有骨血关系的地方。
在这里，我能更近距离地感受爷
爷的精神。”马继志称，虽然自己
很难像爷爷那样做出名扬青史的
事情，但一定不断提升自己，尽绵
薄之力为社会多作贡献。

定居长春后，马继志选择做
一名红色基因传承者，用自己的
方式传播红色故事，追寻红色足
迹。

被省委党史研究室聘为吉林
省红色故事宣讲员，被长春市高
新区双德街道聘请为红色物业联
盟党支部书记、保利社区名誉书
记，被吉林体育学院等省内几所
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为师生们
宣讲红色革命故事……马继志的

“头衔”变多了，行程安排也总是
满满的。通化是杨靖宇将军的英
灵安息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就坐

落在浑江东岸的靖宇山上。去年
夏天，仅仅一个月，马继志就在通
化和长春之间多次往返。他还奔
赴省内外各地，深入机关单位、大
中小学、商会、厂矿企业等，讲述
杨靖宇将军的故事，讲述良好家
风，仅大型的报告会就有十五六
场。每一次，马继志在台上讲着
讲着就落泪了，听众在台下也是
泣不成声。在他声情并茂的讲述
中，一段段红色历史故事变得更
加鲜活生动，更具有感召力、影响
力。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65岁
的马继志简单收拾行装，奔赴吉
林市参加活动。在马继志看来，
作为英雄的后代，讲好英雄故事、
赓续红色血脉，是使命，更是担
当。“我会拿出更多精力，讲好爷
爷的故事，弘扬好抗联精神，把红
色基因不断传承下去。”马继志
说。

吉林日报记者 李娜

在147万平方公里的东北
土地上，他坚持野外科考40余
年，总里程约40万公里……倾
尽心血编写了被誉为“现代东
北版《本草纲目》”的《中国东
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全书9
册总重达25公斤，550万字
……他是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
学学院二级教授、著名植物学
家周繇，从青葱岁月到华发丛
生，周繇在植物王国中，求索于
崇山峻岭间，用全部心血书写
植物科研事业的“诗和远方”。

周繇，繇音同“游”，“草木
旺盛”之意。“头发凌乱的，浑
身冒汗的，背包开线的，衣服
破烂的，两腿打颤的，常吃剩
饭的，快要住院的，半夜住店
的，一见到植物就两眼发电的
——这就是我。”62岁的周繇
从通化师范学院退休后仍一
门心思扑在植物研究事业中。

13岁时，周繇看到村子里
的“赤脚医生”用草药治病，便
对植物产生了浓厚兴趣。从
20岁起，他开始搜集植物资
料，发现当时植物类书籍字多
画少，读起来晦涩难懂，于是
他拿起相机，一边写书一边亲
自拍摄植物。野外考察之艰
苦难以想象，山路陡峭难行，
周繇宁可不带饭、不带水，也
要背着20多斤重的摄影器材，
以保证照片质量；深山中危险
重重，周繇曾在考察时被黑熊
追，被马蜂蜇；为了拍摄珍贵
图片，他孤身走遍东北地区每
个县每个旗，每年身处野外
170天以上，行程超过40万公
里，长白山主峰就攀爬登顶达
170次；前后经历7次车祸和2
次长达三天三夜的野外迷路；
翻越黑龙江的扎林库尔山时，
一天内从身上抓到过156个蜱
虫……多次面对生命危险，全
靠信念在支撑，对科考工作的
热爱让他始终无怨无悔。

倾尽大半生心血，周繇用
相机记录下植物形态，采集标
本3000余份，建立了我国长白
山区最大最全的植物图像库；
他拍摄了精美而专业的45万
张数码图片，9部总高1.3米、
总重110斤的学术专著，构建
起基础性的植物研究体系，为

东北地区的植物分类留下珍
贵系统的影像记录和权威解
读。有50余张被用作了《植物
分类学报》《中草药》《北京林
业大学学报》等刊物的封面。
周繇编著的《中国东北药用植
物资源图志》，收录药用植物
众多，实现了对东北药用植物
95%以上的覆盖，并附药方
5000余个。这背后，是他40
多年来自费科考走遍东北大
地的艰辛付出。

多年来，周繇出版了《中
国长白山植物资源志》《东北
湿地植物彩色图志》《中国东
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等9部
学术专著，两次荣获国家出版
基金，三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
出版基金。2022年，周繇编著
的《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
志》出版发行，入选“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并于
2023年荣获“第八届中华优秀
出版物奖图书奖”。2024年9
月3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
版规划调整情况的通知，周繇
编著的《中国东北观赏植物资
源图志》入选“十四五”国家重
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增补项
目。他曾荣获吉林省新长征
突击手、吉林省教育系统“师
德标兵”等，曾入选2023年第
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如今，周繇的退休生活依
然充实，他计划用15年时间，
从东北出发，走遍西北、西南、
华北、华东，用相机拍摄中国
植物最美的样子，完成《中国
野生经济植物资源图志》。他
在一篇《校对书稿偶感》中写
到：“少年不知著书艰，纵酒放
歌闯高山。而今羸弱多疾患，
青丝渐退白发添。呕心沥血
面颊瘦，挑灯夜战衣带宽。唯
恐驾鹤仙游去，壮志未酬热泪
潸。”周繇说，只要还有一口
气，他就会坚持走下去，完成
既定人生计划。

周繇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坚守初心使命、担当时代重
任的深刻内涵。他的故事激
励着每一个人，在追逐梦想的
道路上，不畏艰难，勇于担当。

吉林日报记者 韩玉红

进入收获之季，东北工业集
团长春一东离合器股份有限公
司喜讯频传。

凭借精益管理实现降本增
效 1043.28 万元，长春一东在上
半年就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离合
器系列产品国内占有率达30%，
稳居头部位置；国际市场欧洲、
北美、东南亚等地区订单量再获
突破……

记者走进长春一东，发现这
些喜讯是源于企业近年来的三
个变化。且听一东人讲一讲，这

“三变”到底是咋回事儿。

一变：“引进”变“自主”

长春一东传动研发部办公
室内，副部长侯立世正在电脑屏
幕前与同事们讨论得火热。原
来，他们正在研发一款匹配国外
重型卡车的新型离合器。

“我们一东的自主研发能力
越来越强，产品得到越来越多的
国外客户信赖。”侯立世骄傲地
对记者说。2010 年入职以来，
侯立世做过热处理工艺员、装配
工艺员等一线操作工。

“这14年，我见证了一东产
品技术从海外引进到自主创新
的关键性转变。”他表示，多年
前，一东离合器以引进消化海外
技术为主，产品在国内供应面狭
窄，难以形成规模化发展。

“那时候，技术受制于人，工
厂订单量无法取得实质突破，我
们研发人员心里都憋着一口
气。”

为了突破“卡脖子”难题，以
侯立世为代表的研发人员下定
决心，必须将关键核心技术掌握
在自己手中，让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实现突围。

2017年，长春一东利用“长
三角”地区人才聚集优势，在苏
州设立研发中心，引进了大批高
端研发人才。

侯立世乘势带领一支8人团
队与长春一东苏州研发中心展
开全面的自主创新研发工作。
不出一年时间，一款两地协同开
发的离合器就获得了突破性进
展，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这种高效协同开发模式，
大幅加速了我们自主创新的研

发进度。现在，我们自主研制的
离合器传扭能力从最初的 900
牛米提升至4920牛米。”侯立世
兴奋地说。

除传统离合器，在一东生产
车间内，记者还发现了大量适用
于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这些
产品代表了企业在未来汽车零
部件产业体系中的全新动能。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已成为
我们研发人员未来的主攻方
向。”侯立世说。

从引进海外技术到自主创
新研发，再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的探索，长春一东书写出“多核
增长”的新篇章。

二变：“小白”变“大拿”

“自动化生产在节省人力的
同时还能最大程度保证产品质
量。”在长春一东生产制造部全
自动装配线旁，工段长王龙向记
者诉说着他的故事。

轻松的自动化生产背后，是
以王龙为带头人的一大批工人
常年苦练技能，决心啃下自动化
生产这块“硬骨头”的艰苦努力。

“为了学习新技术，我们首先
引进了国外的自动化装配线，但
控制面板上全是英文，对我这个
英语‘小白’来说就像‘天书’。”为
了看懂这些英文指令，王龙主动
与国外技术人员沟通，笔记本上
的英文单词与汉语翻译写得密密
麻麻。不久后，他成了厂里的英
语“大拿”。

但学习英语、掌握国外自动
化装配线技术只是王龙的“入门
课”，如何自主设计自动化生产
线，才是王龙心心念念的事儿。
2019年，他迎来了机会。

这一年，长春一东为一汽解
放供应的一款离合器产品迎来
了切换自动化产线的关键时
期。然而，外部产线费用高昂且
无法满足供货日期。

面对这一难题，王龙自告奋
勇。

“通过现有设备图纸和产
品图纸，我对产线进行了工装
更改、程序更改、机械手臂调
整等工作。”利用两个月的时
间，他与同事顺利完成了为一
汽解放切换自动化产线的关

键项目。
王龙是技能强人，也是长春

一东产品质量保障的标兵。
由他参与设立的“质量曝光

台”时刻警醒着大家：“不合格产
品会让一东丢掉客户的信任与
市场。”

“今年上半年，企业质量损
失率较去年同期下降24%。”王
龙说，“拼质量，我们是认真的！”

三变：“粗犷”变“精益”

作为长春一东精益管理的
实践者，刘国帅从 2015 年入职
时的大学生班组长，成长为企业
精益管理专家。

“起初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精
益管理，更谈不上开展精益管理
工作。”对工作一头雾水的刘国
帅选择长时间泡在产线上。

那时他发现，在生产环节普
遍存在物料浪费、时间浪费、人
员冗余等情况，严重影响效率，
管理模式颇为粗犷。

于是，他便经常向工人询问
生产环节改善意见，在下班后打
扰大家也是家常便饭。功夫虽
然下得笨了点，但从生产实践中
积累下来的经验，更显实用有
效。

凭借产线上的摸爬滚打，刘
国帅很快掌握了大量来自一线
的精益管理改进信息。

2017年，他回到生产制造部
装配工段，运用精益管理模式，
先后完成了11条生产线的优化
与计时工资的改革工作。

刘国帅认为，全员参与、消
除浪费、持续改善、降低成本才
是企业精益管理的核心理念。

随后一年里，长春一东在全
厂建立起了全员参与的精益管
理模式，员工提出并完成相应的
精益改善项目将会获得积分与
奖金激励。

“谁精益，谁受益！”刘国帅
用六个字精准概括出长春一东
精益管理带来的欣喜变化。

长春一东通过精益管理，有
效将生产制造周期缩短15%，产
能提高10%以上，控制降低成本
节约高达1.39亿元，有效助力一
东的高质量发展步伐。
吉林日报记者 赵广欣 何泽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