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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任 重 而 道
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
已，不亦远乎？”

——摘自《论语·泰伯》

湘西北的莽莽群山中，有一片美
丽而神奇的土地，“奇峰三千，秀水
八百”描述的就是这里——慈利县三
官寺土家族乡株木岗村。株木岗村有
一栋砖木结构的老房子，屋前古柏数
枝，三面索水环绕，历经沧桑，质朴
幽静。房屋的主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
士，曾任中纪委副书记的袁任远。

一直想去瞻仰袁任远故居，数天
前，笔者携两三好友，驱车前往，透
过厚重的历史，有幸近距离感受袁老
为国为民、救亡图存、不惜死生的种
种事迹⋯⋯

愈挫愈坚，不忘初心

袁任远原名袁明濂，青年时期就

投身革命。马日事变后，共产党人的
鲜血染红了三湘大地。反动派的残暴
没有让袁任远低头，革命征途的曲折
坎坷，残酷的现实，都使他倍感自己
将奉献终生的事业任重道远。于是，
他将自己的名字“袁明濂”改为“袁
任远”，以此自省自警：人民幸福、
民族独立，需要一辈子，甚至几代人
为之奋斗。

他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先后参加湖南石门南乡起义和创建红
七军的工作，投入到湘赣革命根据地
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
争。1935年，袁任远带着刚满17岁的
儿子袁意奋一起长征，饱受爬雪山、
过草地时缺衣断粮的艰难困苦，与围
追堵截的敌人进行殊死搏斗，亲历了
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长征结束
后，他又连续不停歇地转战陕甘宁边
区、华北和东北。新中国成立后，担
任过省部级领导，先后担任中央监察
委常委，中纪委常委、副书记，中顾

委委员等职，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共产
主义战士和老革命家。

“夫妻长征、父子长征、两代将
星、三代共产党人、全家革命”，是
对他革命生涯的最好总结。

克己奉公，不徇私情

袁任远故居堂屋的正面墙上，悬
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

袁氏家风
注重人格
正人从政
严于律己
安于清贫
珍视友情
袁任远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
热情接待我们的是袁谋奇老先

生，他是袁任远的孙子。今年 73 岁，
一直在家务农，现在负责打理爷爷故
居的卫生工作，每个月工资 800 元。
在攀谈中，他告诉我们两件小事：一
是袁家的孩子从小就被要求不得有特
权思想；二是袁任远去世时，身后只
有3000元钱，不到当时一年的工资。

没有蝇营狗苟，有的是两袖清
风；没有特权横行，有的是躬身自
警。袁任远常告诫后辈，共产党人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不是为自
己升官发财的。

牢记使命，不断进取

袁任远是我们身边的榜样，他用
他光辉而坎坷的一生诠释了一个共产
党人应该有的样子！

离开袁任远故居，我们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

2017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作十
九大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
力。

袁任远这辈人为了民族复兴，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燃尽自己的一
切。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
上，我们应当分外珍惜这一荣光，时刻
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
锐，在回首中铭记，在缅怀中传承，在
开拓中弘扬，让初心使命代代相传！

在韩国光州市南区杨林洞，有一
条以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名字命名的
街道——郑律成街。这里正是中国著
名作曲家郑律成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街道上还有一座设计独特的开放式展
示馆，用来纪念这位作曲家。

郑律成 1914 年出生于韩国光州，
曾就读于当地小学。当时朝鲜半岛处
于日本殖民时期，郑律成在念完中学
后就前往中国，投身抗日运动，并在
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39 年，郑律成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还加入中国国
籍。他创作了 《延安颂》《延水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等 300 余首歌
曲，被誉为“军歌之父”。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著名作
曲家出生于韩国光州。近些年来，当
地政府致力于将郑律成故居所在地打
造成当地著名旅游符号，让更多人了
解他的故事，加深韩中民众的相互理
解与友好交流。

记者来到位于郑律成街的开放式
展示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道延伸
数百米的临街纪念墙，墙上挂有郑律
成的黑白旧照，郑律成生平的韩文介
绍将他誉为“东亚艺术之魂”。纪念墙
的背景还独具匠心地安上了用黄铜制
成的《延安颂》乐谱。

纪念墙的起点处有一座郑律成铜
像，铜像上“郑律成”三个汉字分外

醒目。光州市南区政府文化观光课课
长丁云荣告诉记者，这三个字由郑律
成夫人丁雪松受邀亲笔题写。丁雪松
是新中国首位驻外女大使。

据了解，南区政府计划在今年上
半年对展示馆进行修葺改造，在韩文
基础上增加中文介绍，并增设郑律成
音乐欣赏等设施。

沿路标走到展示馆约百米外，出
现一座朴素的民宅，这里就是郑律成
故居。经过多年流转，如今民宅已不
归郑律成亲属所有。民宅门前立着一
个标志牌，上面用韩中两种文字写着

“音乐家郑律成先生出生故居”，以及
双语记录的郑律成生平和后人评价。

丁云荣告诉记者，为加强对名人
故居的保护和宣传，光州市计划对郑
律成故居进行翻修重建，将其扩建成
郑律成纪念馆，以更好地纪念这位作
曲家，为促进韩中两国民心相通作贡
献。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权起植长
年致力于促进韩中文化交流。他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律成义无反顾
加入抗日斗争，毅然投身中国革命，
是为和平奉献自身的杰出艺术家和革
命家。“他不仅是抗日斗争时期的代表
人物，更是韩中友好团结的象征。”

“当时看到纪念馆里保存完好的郑
律成先生的资料，我感慨万千、深受
感动，”权起植向记者展示 2018 年他到
访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和延安革
命纪念馆的照片时说，“韩中两国应该
共同推动纪念这位在两国都备受尊敬
的艺术家、革命家。这有助于加深韩
中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的友好情谊。
希望郑律成的故事能为更多人知晓。”

任任重而重而道远道远，，吾辈当自强吾辈当自强
—— 瞻仰袁任远故居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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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东亚艺术之魂”
——走访解放军军歌作曲者郑律成在韩国的故居

新华社记者 陆睿 杜白羽 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