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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周永开在梁大湾村翻阅汪开桂写的《梁大湾村石头文化规划》

周永开 ：
信仰路上  一根红线拉到底
口述：汪开桂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创生文化）

周永开同志是践行共产党人初

心使命的典范，是党员干部学习的

榜样。1945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原巴中县委书

记、达县地委副书记、达县地区纪

委书记等职务。他对党的事业无限

忠诚，新中国成立前冒着生命危险

从事川北地区党的地下工作，新中

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百姓造福。他

坚守信仰、笃定笃行，至纯至粹、

对党忠诚，“草鞋书记”的名称被

当地百姓所传颂。他退休不褪色，

用实际行动践行“党是我一生的追

随”的座右铭，充分彰显了一名老

共产党员“忠诚于党、热爱祖国、

奋斗终身”的崇高品格。曾获“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等称号，受到省部级

以上奖励近 3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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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信仰，始终把党组织放在第一位
周永开，1928 年 5 月出生于巴中市巴州区

金光乡。他 6 岁丧母，祖父与父亲都是旧社会

长工。他在贫寒的生活中养成勤劳、节俭、朴

实的性格。1943 年，周永开到化成小学（今巴

中市巴州区化成镇中心小学）读书。当时化成

小学的教师大多是来自延安和四川各地的地下

党员。在校期间，周永开受到中国共产党理念

和信念的熏陶。1945 年 8 月，在川北地下党负

责人之一、化成小学校长王朴庵老师介绍下，

周永开加入中国共产党。

“巴山渠水一首歌，长城内外在传说。优秀

党员周永开，全国人民都来学。”这是汪开桂对

周永开的评价。汪开桂是原巴中市巴州区党史办

公室副主任，1988 年从事党史研究时认识了周

永开，并将周永开作为一个地方党史人物进行研

究，收集了几十万字的研究资料。在汪开桂眼

里，周永开是“信仰路上，一根红线拉到底”的

人，只能学习，不能复制，他的灵魂里渗透了信

仰，听党话、跟党走、爱祖国、爱人民。

周永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川北多地仍

为国统区，形势十分严峻。他把化成小学、奇章

中学办成党的“地下干校”，严格按照“横不出

支、纵不越级”原则，秘密开展干部培训工作；

他在自己所在的乡发展党组织，在 20 户人家发

展了 10 名党员，形成严密的组织环境；他将川

北地下党组织从化成小学搬迁到自己家，以维护

川北地下党组织，直到新中国成立，川北地下党

组织也没有暴露；他化名黄其贵负责与巴中地下

党联络员联系，经常到距家 10 多公里处的情报

传递站传递情报、收集情报，把特务信息报告党

组织；还曾亲自带人两次到阆中买枪运枪，没出

一点纰漏。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溃军一个师

逃到化成县，周永开组织力量，击败国民党 2000

多人。

在黎明之前，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周永开没

有辜负党交给他的重托。

践行信仰，“草鞋书记”把人民刻在心坎上
周永开身上带着农民的底色，不骄不躁，

勤劳朴实。那一顶草帽、一双草鞋、一个背

影，成为这位好书记在人民心中不可磨灭的印

记。因担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期间，曾走遍县

里的大小村落，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书记”。

1966 年，周永开被评为西南区学习毛主席积极

分子。在表彰会上，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

书记李井泉只问了周永开一个问题：“草鞋书记”

怎么来的？

周永开担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时，巴中地

方偏僻，缺医少药，很多人生了病得不到很好

的救治。当周永开得知巴中有一名叫李辉祖的

医生，曾留学日本，医术很好，却因曾在国民

政府供职无人敢用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走了

四五百里路到南充找到川北区（时为省级行政

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胡耀邦，请他允许自

己任用李辉祖。周永开为李辉祖担保了 10 年，

留住了人才。李辉祖活到 100 多岁，救治了无

数病人，并在 2015 年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周永开十分关心农业生产。20 世纪 50 年代

末，周永开作为中共巴中县委分管农业的负责

人，为当地农业发展花费了很多心力。

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农民种田缺少肥料。

周永开每次下乡，走在路上见到有粪便就会捡

到地里，用以肥田。在他心里，一捧牛粪就是

一捧粮食，不能轻易浪费。当时地区开电话会，

要求周永开发言却发现他不在。查询后得知周

永开下乡去了。有人说：“前天我们看着一个像

干部的人穿着草鞋在乡下组织生产。”这样一

找，果然将周永开找回来了。

周永开牢记毛主席提出的“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为保障当地农业生产发展，1958 年他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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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3 万多民工修建化成水库。水库兴修时，周

永开每天走 10 多里路到建设工地坐镇指挥，与

工人一同干活。工人背多少方土，他就背多少

方土。晚上收工后，周永开还要走 10 多里路

回县委开会。1960 年，化成水库建成，大坝高

46 米，为当地农民拦住了肆虐的洪水。如今的

化成水库总库容 6565 万立方米，防洪能力持

续增强。2013 年，化成水库被列入巴中城市第

二饮用水水源地，日供水数万吨；2015 年，成

功创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2016 年底荣获国家

AAAA 级景区称号。

“你给群众一杯水，群众会还你一碗油。”

这是周永开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草鞋书记”

的“有所图”。他不是索求回报，而是在感慨巴

州人民的勤劳朴实、奋发向上，愿意和党一同

建设新中国。

在周永开曾工作过的地方，至今仍流传着

一首民谣，形象地描绘出老百姓心目中的周永

开：“头戴黄荆圈，身穿蓝布衫。回回下乡都劳

动，大人娃儿都喜欢。”

在实践信仰的道路上，周永开时时把人民

放在心坎上，一刻也不曾淡忘。而人民群众也

如诗中所言“永远记住他”。

传承信仰，把希望寄托在培养合格的接班人上
关于培养下一代的问题，周永开说：“一个

国家，一个政权，如果没有合格的接班人是很

危险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990 年，周永开组织川陕革命根据地 12 所

小学（地下党时期创办），在巴州开展研讨，主

旨为如何培养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

他还组织以这 12 所红色学校的史实为蓝本，拍

摄《巴山教魂》电视教育专题片，让更多人了

解大巴山早期革命志士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

追求、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鼓舞干部

群众士气，树立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

路自信，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周永开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成长问题。为更

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他经常给孩子们上

党课、讲党史，带着孩子们一起体验生活，将

红色记忆传承下去。在母校巴中奇章小学、化

成小学倡导设立“共产主义奖学金”，先后奖励

师生近 400 人。

2014 年，周永开党龄满 70 周年。在这个值

得纪念的时间，周永开回母校住了 7 天，办了 3

件事。第一件事是交 7000 元党费。第二件事是

给学校建澡堂。第三件事是资助一名贫困学生

上学。住校的一天，周永开发现有名学生闷闷

不乐地坐在操场边上。周永开就上前亲切地跟

这名学生聊天，问他：“你为什么不开心啊，跟

爷爷说说。”了解到这名学生家庭困难后，周永

开跟学校提出承担这名学生的学费、生活费等

费用，资助学生学习。他说：“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包到底！”此后每年，周永开都会嘱咐其

孙女和该生谈心交朋友。周永开对这名学生的

资助并不图回报，只要求他：“说真话，做真人，

做真事。在学校里当个好学生，在家里当个好

孩子，出社会当个好公民，干好事。”

感恩信仰，把怀念英雄烈士排在日程上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根

的民族；一个忘记民族先烈的民族，就是一个

没有灵魂的民族。”在给革命先烈扫墓后，周

永开说。

几十年来，周永开始终秉承着一颗感恩的

心，深切地怀念着英雄烈士。他从来没有忘记

过那些为新中国诞生、为我们今天美好生活而

牺牲的人。

周永开从未外出观光旅游，他每到一地，

都为祭奠当地英雄烈士。每次出差到北京，周

永开最先做的是到中山公园给孙中山先生献

花，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给英雄献花，到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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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堂去参观、献花。这样

的行程，他坚持了几十年未

曾改变。

每年清明、国庆、春节

这 3 个节日，周永开都会到

化成小学毛主席塑像前、奇

章中学周恩来总理塑像前献

花，到达州万源保卫战烈士

陵园等地献花、扫墓，表达

自己对英雄先烈的怀念。

2019 年春节，即使病痛

在身，周永开也不忘祭奠扫

墓，一出院即筹划拜祭烈士

事宜。因两个儿子其时都不

能陪同前往，无奈之下，周

永开只得给达州市纪委打电

话，向组织求救，说自己要

到张爱萍墓地、万源保卫战

烈士陵园、达州烈士陵园等地扫墓。他说：“我

要把这个事情办了，我才能过个安心年。”一切

准备好后，周永开硬是撑着病体前往烈士陵园

扫墓。在献完花圈后，周永开还给每个地方守

墓的同志发慰问金，给值班的同志加餐。等他

返回达州家中时，已将近凌晨，转眼就是除夕。

这一年，周永开想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

差，但之后祭扫战友墓不能没人去，于是就清

明带着儿孙前往位于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让晚辈替自己完成心意。在

周永开心中这是“传承”。此间，周永开决定

将周家老屋捐献给党组织。这座低矮的川东民

居，是原地下党巴中县委秘密办公直至新中国

成立的地方，也是让国民党军师长张咸三签字

投降的地方。它的捐献保存，能让更多人了解

那段黎明前的时光，地下党员是如何为了共产

主义、为了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也体现了周永

开的赤子之心。

周永开把信仰沁进骨髓。他在梁大湾村刻了

5 幅标语。标语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为

共产主义而奋斗”结束，中间是“人民万岁”“毛

主席万岁万万岁”“农魂”。他最早刻下的是“农

魂”，这个标语表现出周永开对农民的重视。

1988 年，周永开曾在巴州调研，写下一份 3 万

字的扶贫调查报告。10 年后，四川省第十四次

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巴中召开，周永开借此机会

再到巴中，他要看看这些年的扶贫成果。在周永

开看来，中国是农业古国，历史上有 100 多位农

民领袖寻求翻身解放之道，却没有成功，唯独毛

泽东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让农民翻了身，得到解

放。世界上几百个政权都在研究如何解决农民问

题，中国有十几亿人口，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农

民，唯独中国共产党把农民问题解决好了。

周永开说：“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奋斗，

个人不留所有财产，哪怕是价值几百万几千万

元，都应交给党和人民。”

2010 年，周永开、吴应明夫妇在汪开桂陪同下去园顶寨查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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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信仰，青山常在花萼永开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

辅相成的，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2021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

体学习时强调。

党的十八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正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早在二三十年前，周永开就积极

投身到环境保护工作中去。1991 年离休后，周

永开参与《血战万源》外景地选择，了解到花

萼山生态破坏严重。

1994 年，他花费数万元积蓄购买一批树苗，

在山上租了两间茅草房，带着两位退休干部踏

上保护花萼山的征程。

一年后，为了对山上冬季资源再一次摸底，

他带着一名向导徒步穿越花萼山，途经国家梁、

小窝凼等险要之地。在巡山过程中，他几次摔

倒，被送入医院抢救，仍不改守护绿水青山的

初心。他告诉家人：“你们不要担心，我这把年

纪死在花萼山值得了。”

大力种树还不够，还得让村民提高环保意

识。周永开走遍花萼山 11 个乡镇 30 多个村，

苦口婆心宣传。巡山一整天，饿了吃干粮，渴

了喝山泉，晚上只能睡在垫着棉絮的木板上。

他深入老百姓家中宣传自然保护区条例和相关

法律法规，出资聘请当地老百姓作护林员，正

式成立起民间保护组织。

20 多年来，周永开护林 4 万余亩，种植清

风林 1300 亩。2007 年，花萼山建成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2013 年，花萼山被国家遗产办列入国

家自然遗产预备名录。谈及创建工作，周永开

只说：“我没做什么，我只是做了一个老共产党

员该做和想做的事情。”

“一件件实物，一桩桩故事……”周永开

心中装着党、装着人民，把信仰倾注到骨子里，

以感恩之心对待先烈、对待同志、对待人民。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人民的关怀也得到

党和人民的认同。多年来，他多次获得省部级

以上荣誉，并于 2020 年获得一名共产党员的最

高荣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如今 94 岁的周永开，依然精神矍铄，身体

健康，还能用洪亮的声音给人讲党课、讲革命历

史。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热情和对党对人民

的无限忠诚，不忘初心使命，矢志砥砺前行。

2010 年，周 永 开、吴 应
明夫妇及汪开桂在梁大
湾村分析研究该村石头
文化规划内容

2010 年，周永开、吴应明夫妇在汪开桂陪同下去园顶寨查看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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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才 ：
人生路漫漫跟着党走
苦累险相伴奋斗拼搏
文 /《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创生文化）

88 岁的刘茂才有着传奇的一生。他 6

岁加入抗日儿童团，在生死时刻和汉奸、

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被称为“抗日

小英雄”。此后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成

为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他深耕地质学领

域，是李四光的关门弟子，对推动软科学

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出任院长时，他不顾闲言碎语大刀阔斧进

行改革。在任 16 年，成立了“开发大西

南战略研究协作中心”；承担多项国家重

点课题；主持撰写的《长江上游资源开

发与生态保护区的建设》，得到党和国家

主要领导的重视。退休后，他一直笔耕不

辍，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成果转化为 500

多万字的著作。

2020 年 4 月 25 日，刘茂才向笔者讲述其人生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