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卢永根党员事迹(优质6篇)
竞聘是一种锻炼自己能力和展示个人实力的机会。竞聘申请
书应该结构清晰，重点突出，同时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
性。下面是一些备受瞩目的竞聘范文，从中可以看到不同人
的成功经验和表达方式。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一

社会对他的关注大多集中于7月之后，各大媒体相继到访记录
他的人生故事。

连日的阴雨终于在10月16日转暖。达州市通川区政府对面，
两个人站在一个门廊口，商量如何布置这里。门廊墙壁刷得
雪白。十多天前，这上面贴满开锁、疏通下水道等广告。穿
过门廊，是一个颇有些年月的生活区。

楼宇外墙满是岁月斑驳的痕迹，楼梯间里更明显。走上五楼，
右边的一户，铁门有些锈迹。

听见敲门声，一个老人打开门。灰色铁门发出嘎吱嘎吱声响。
老人穿着深蓝色的夹克，眉眼间净是笑意。

“你们好，我就是周永开。”对于记者的到访，91岁的周永
开很高兴，“我希望我做的这点事情，能对社会产生积极作
用。”

只要有需要，他就会去做

与周老的交流，从一个多月前的长途跋涉开始。

9月5日，周永开和老伴很早就起床，收拾行李，穿戴整齐，
戴上党徽。他们要去老家——巴中市的化成小学、奇章中学，
给老师和学生颁发“共产主义奖学金”。从达州到巴中150公



里，对于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而言，并不轻松。

1945年初秋，周永开17岁，在这里读书。彼时，学校的老师
很多都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启蒙和指引下，一天他和老师
借着月光来到学校后山，面对着巍峨的青山，注视着鲜艳的
党旗，悄然且肃穆，庄重又激动。他在川北地下党负责人之
一王朴庵领誓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不敢大声讲话，但是我觉得我血液都在燃烧，我感觉
我从来没有那时那样高兴，我做梦都想加入共产党!”说到入
党，周永开的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上了年纪，他的眼角时常
潮润，他伸手揉了揉眼睛，手背上的皮肤和眼角一样，松弛，
堆满皱褶。

入党后，周永开在巴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长达五年。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周永开曾先后任中共巴中县委书记、达
县地委副书记、达县地区纪委书记等职务。

后来，他在这两所学校倡导成立奖学金，每到开学季均到场
颁发，讲一堂党课，基本从没缺席。“一两个小时不歇气，
语言活泼生动，几乎没一句重复的话，大家都听得来劲。”
化成小学校长邓多清说。

对自己的坚持，他又重复了一遍见面时说的话：希望“能对
社会产生积极作用”。

与他共事过的同事解释更简单：“他觉得只要有人需要他，
他就会去做。”

正是这一朴素的理念，让他在上世纪50年代每天上山下乡，
发动老百姓不要滥砍滥伐、用巴茅草作燃料。“下雨天路滑
得不得了，只有穿草鞋。天天跑田坎，跑烂了十多双草
鞋。”他因此得名“草鞋书记”。



还有当时轰动全国的“扳倒李作乾”案。周永开还清晰记得，
违法乱纪的罐头厂厂长李作乾被逮捕后，“厂里特别闹热，
看得出来群众特别激动!”

社会对他的关注也大多集中于7月之后，各大媒体相继到访记
录他的人生故事。而年逾九旬的周永开只要身体允许，就会
尽量接受采访。就算身体不适，他也会在恢复后第一时间联
系媒体，告知他们“身体已经好转了”。

达州市纪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采访都长达几
个小时。我有时候在旁边坐着都觉得累了，他还一直讲，他
觉得他需要讲。”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不算多，但是我会一直关注国家，也会
关注我身边的社会。”每天下楼去家附近的公园走一圈，是
周永开的必修课。

正是国庆前夕，他看到进小区的门廊墙上布满广告，就决定
自费清理。小区管理方听说了之后，先一步做了处理。10月3
日，在成都参加完“四川最美老人”评选活动回家后，看到
白白的墙壁，周永开乐得合不拢嘴。

在周永开看来，这些简而言之就是，“只要给群众一碗水，
他们就会还一桶蜜。”

不能徒手走到人生终点

今年夏天，周永开瞒着家里人，拉上了几个老同事，坐了近3
个小时的车赶到花萼山。面对家人的担心，他有些不好意思，
只顾偷偷笑，“我挂念那里的百姓，既怕生态没有保护好，
又怕百姓没有富起来。”

1991年，周永开退休了。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他却不想
就此退场。“虽然从组织上退休了，但是事业上不能退休”。



他一头扎进了农村，经过50多天的调研，对两个组进行逐一
访问，写成三万字的报告，“看清社会和群众需要什么，我
就去做什么”。

“真正让我打定主意要干下去的，是一户农民家里挂的一幅
字，上面写着‘坟墓，是人的终结，但不能徒手走进
去’。”

因为久坐，周永开靠在沙发上几乎使不上力，整个身体会往
下滑。他发现自己坐得不正了，就把双手放在沙发上，伸开
五指，手臂微微发抖开始用力，正了正自己的身子。

坐正后，周永开感慨地说，当时60岁的他，看到那幅字第一
反应就是，“一户农民都有如此觉悟，自己更要用行动回报
党!”

周永开把目光投向了万源县花萼山。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
山上生态破坏严重，一些老乡家庭非常困难，“他们的贫困
光靠自己的力量根本走不出来。”

1994年，他正式入驻花萼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大雪正覆盖着花萼山，晚上11点，
从海拔2300米的山梁上传来了喊叫声，我带人去接应，从黑
夜里走出5个人，为首的老者满头雪花。”花萼山项家坪村的
马大得这样回忆初次见到周永开上山的情景。

二十多年里，周永开多次受伤，却从没想过放弃。在孙女周
婧的记忆中，爷爷摔伤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当时78岁的周老
在巡山时一不小心栽到近3米高的石坎下。当人们发现时，他
头部鲜血直流，早已不省人事。

“就在医院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但是每一次只要好了之后
他又上了山。”周婧告诉记者。



如今周永开依旧每年要去几次花萼山，“因为我热爱那
里。”

除了保护花萼山的生态，他还做了许多事——保护野生腊梅，
将腊梅申请为达州市花;拍摄《巴山教魂》《血战万源》教育
纪录片，推动中小学生学习红军精神;成立巴渠共运友好学校
联谊会，设立奖学金，用革命精神对孩子们进行教育。

当被问及这些年花费了多少钱时，他笑着摆了摆手说：“不
知道，也不重要。我是农民的孩子，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党给
我的，我要把我所得的回馈给党和人民。”

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下

对于金钱的认识，周永开比其他大部分人的确更豁达。这其
中，年龄也许占了一部分原因，但绝不是全部。

在花萼山守山护林的岁月里，每次上山前，周永开都要动员
身边的亲戚朋友为贫困户捐款捐物，然后请人背上山，挨家
挨户发送。看到特别困难的家庭，周永开经常自己掏钱，这
家给100元、那家给100元，早已数不清给了多少次了。

护山养林时买树苗、给学校配备发电机、帮村里出资修路、
资助贫困学生……这个捐了不知多少钱的老人，如今住的
是60平方米的老房子。环顾四周，上白下绿的粉刷是上个世
纪标配。沙发是老式的，因为皮革破损，上面铺了一张床单。
案几上放着毛泽东塑像。其他家具是儿女们淘汰不用搬来的，
平添了些许沧桑。

“其实，爷爷是有机会换房的。”周婧回忆，十多年前单位
集资建房，论资历和职级，他第一个选，但他没要。“爷爷
说，我退出，年轻同志就有机会。我们已经习惯他这样
了。”



夫妇俩已过鲐背之年，生活不方便。子女又忙于工作等事，
就请了一名保姆唐荣玉照料周永开与老伴的日常生活。在唐
荣玉眼里，“世界上找不到他这种人”，“平常都是省吃俭
用……净是七八十年代的衣服，吃饭都是简单的两菜一
汤。”

但就在今年7月，周永开没有和家人商量，交了一笔特殊党费，
一共10万元。

“我们是在很多记者集中来家里采访时才知道这回事儿，没
人感到惊讶。”周婧说，在周永开退休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家人的不理解早在他的感化下，慢慢变
成了支持。

在问及此事时，周永开只说了句，“由己及人方能由己及天
下”，就结束了话题。

在家人眼里，周永开是一个“没有小家概念的人”。上世
纪80年代，周永开任地委副书记，妻子吴应明是一般干部。
当时组织部门拟提拔她为副县级。周永开得知后，找到当时
的地委书记说，吴应明能力和文化都很有限，提拔的
话，“群众有意见，也影响党的形象”。

“小时候我很少见到他，婆婆总对我说，‘爷爷出去
了’。”周婧告诉记者，“但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我都不
知道。”对她而言，儿时对爷爷的印象就是“一见面就会教
育我们要爱国爱党”。

周婧说：“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进行言传身教。”当时周
婧还在万源做公安工作，有一次爷孙俩同上花萼山，“山上
没有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走。但他对山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家家户户都欢迎他。也是那时，他教会我和老百姓打交道要
用心。”



周永开家中有20多人，其中10人是共产党员。对家人和后辈，
周永开要求严格。8年前，他专门设立了一个“家魂奖”，每
年评奖一次，每次评选一人，在家庭成员中营造比学赶超的
氛围。“首先要是共产党员且坚定不移跟党走，其次还要在
工作中是先进，并且为社会做了公益事业的，才能得这个奖。
”周永开说。

回顾91岁的周永开一路走来的路，无一不印证了他所说的那
一句“老去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

巴州区委党史办原副主任汪开桂说：“周永开一生都是一根
红线拉到底，无论顺境逆境都能坚守信仰底线、人格底线和
责任底线，是巴中几十年来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活教材。”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二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义务……”7月4日，达州市纪委监委小礼堂。鲜红
党旗下，91岁老党员周永开庄严地举起右手，与百名纪检干
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周永开挺直腰身，目光坚定，胸前的
党徽熠熠生辉。

周永开同志用初心践行入党誓词，他咬定目标、咬紧牙关，
坚守初心，排除万难，探索出花萼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发展路。平凡的故事诠释着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奉
献、对人民的责任。新时代下，周永开同志为党员干部指引
了正确的人生方向，为新一代年轻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草活一世为装点大地，烘托生机;人活一世为心中信仰，实现
价值。周永开同志的退休不褪色，退位不失志，他的先进事
迹，彰显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情怀，执着坚守新时代共
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以忠诚的赤子之心，
践行基层干部为民实干担当、勤勉敬业奉献。党员干部要学
习周老，无论在我们生命长河的哪个阶段，都要用初心照亮



前行之路。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三

今年疫情期间，九旬老地下党员、四川达州纪委干部周永开、
吴应明夫妇，颤颤巍巍地将10万元积蓄捐给武汉抗疫一线。

入党75年来，他们忘我奉献早就习以为常。

1945年，面对杀头的白色恐怖，周永开夫妇加入中共地下党，
反抗国民党暴政，亲率武装起义迎来解放。

1984年，四川达州办成反腐大案“扳倒李作乾”。李是罐头
厂厂长，光环无数却欺男霸女，时任达县地区纪委书记的周
永开拍案而起：“处理不了，我不当这个官!”李作乾被逮捕
时，鞭炮声响彻云天。

1994年，离休后的周永开带着两名老干部上山护林，志气不
减当年：“护林不成功就跳崖!”

他上的花萼山是红军血战万源的主战场，生态破坏严重。他
们上山要走两天，晚上打地铺，极其清苦。他曾昏迷摔伤，
伤愈后仍然坚持。

周永开带头一干就是20来年，护林上万亩，手植千亩“清风
林”，推动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称作“四川的杨善
洲”。

他关心青少年走正路，带头捐资在多个红色学校设立“共产
主义奖学金”，已颁发17届。他再次捐资10万元。

周永开夫妇对自己却格外苛刻，局级离休却只住50平方米的
旧房子，用旧家具旧衣服。誓言身后把房子、财产、遗体全
捐出。



“作为共产党员，一切都应交给党和人民。”他的心里，丝
毫没有自己。

王正谱强调，周永开同志是践行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典范，
是全省广大共产党员的优秀榜样。正是有一批批如周永开同
志一样的共产党员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才使我们党的事
业不断向前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实际行动向周永开同志
学习、向榜样看齐，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担当有为、砥砺前行，为推动治蜀兴川战略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四

四川达州，花萼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层峦叠嶂。一位老纪检
监察干部种下的“清风林”和整片森林融为一体，共同守护
着长江上游水系。

这位老人是四川省原达县地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周永开。今
年92岁的他，1991年6月离休后，一直带领乡亲们在花萼山植
树护林。

认真、较真，是周永开最鲜明的性格特征。时至今日，他还
清楚地记得自己当了4年零40天的纪委书记。他反复强
调：“当纪委书记，就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坚持原则。”
提起当年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顶着压力查办了两个地区
副专员的案件。“我一生最痛恨的是对党不忠诚、背着组织
干坏事的干部，今天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最英明的
决策。”

“共产党员只能退职，不能退休。”离休后，周永开寻思着
要贡献余热，便带着两名退休干部奔赴花萼山。

“莫砍树，不打猎，为了子孙后代要保护好山林。”他走遍
花萼山11个乡镇30多个村宣传保护山林，长时间蹲点护林。



山上条件艰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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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时常感冒咳嗽、腰酸背
痛，但他仍然坚持着。

周永开的苦心有了回报：保护山林逐渐成为大多数村民的习
惯，村民自发造林上百亩，林业部门也在花萼山实施公益林
项目，以前的荒芜之地，如今绿树成荫，被列为国家级生态
环境自然保护区、国家社会公益项目实验基地。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五

“把一切奉献给人民”

“这是我和妻子对在一线抗疫人员的一点心意，请一定帮我
们送达武汉，拜托你们了。”2月13日上午，周永开夫妇将早
早委托儿女从银行取出的10万元现金，郑重地交到了达州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手中。

今年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那些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身影，始终牵动着周永开的心。当他得知全国特别是
湖北武汉严峻的疫情形势，广大干部群众超常付出，自己却
不能帮上什么忙，晚上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一定要为疫情防控做些什么!思来想去，最终周永开和妻子商
量决定，捐出平日里省吃俭用下来的10万元积蓄，为帮助武
汉战胜疫情尽自己的最大所能。

“无力上前线，小情助武汉。疫情当前，我们年纪大了，就
只能捐出一点钱表达心意。”周永开说这话时，眼中泛起了
泪光。

周永开对“公”慷慨，对“私”却极度苛刻，每一笔捐款都
是他和妻子吴应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而来。每每回忆起当年
“地下工作”期间的场景，他便感慨万千，说今天的生活已



经很幸福了，对于物资方面“自己够用就行”。他和妻子至
今仍住在上世纪十年代修建的职工宿舍，60多平米的老屋里，
每一件家具都说得上是“古董”了。沙发破了，就拿布遮盖
拿线缝上;椅子坏了，就用绳子固定绑住;一套蓝色中山服，
更是穿了几十年。

这些年，他已经记不清捐献了多少钱，但他始终记得“把一
切奉献给人民”的庄重承诺。“共产党人没有私心，等我们
老了，我所有家产包括这房子也捐献给国家。”

卢永根党员事迹篇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通过媒体从各方面了解到祖国
这70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从刚成立时的风雨飘摇到现在日
新月异的变化和发展，让我这个七零后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骄
傲，因为我的祖国是中国!我是中国人。其中中央电视台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播了一档节目《最美奋斗者》，我从
中认识到一群为了新中国建设默默无闻的奋斗者，他们的事
迹深深的打动了我。周永开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信仰坚定，
笃定笃行，放弃安逸舒适生活，到四川省万源花萼山自然保
护区，深入群众院坝宣传生态环保理念，带头植树1000余亩。
他以巴渠12所红色学校的史实为蓝本，组织拍摄《巴山教魂》
电视教育专题片，编纂了《热血》系列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读本丛书，革命丹心不改传承红色文化。周永开同志平凡的
人生事迹深深的震撼了我，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老一辈党员
干部生活中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中华传统美德，看到了作
为一名党员初心不改、踏实工作、乐于奉献的榜样力量。

如今车水马龙、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活和情绪，在这样的时代怎样明确自己的“三观”，沉淀
自我，释放自我，做一个像周永开同志一样的坚定者，我想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和生活中做到以
下几点：



不忘初心，坚持信仰。作为一名党员，不仅受到道德范畴的
约束，还必须心存高于普通群众的思想觉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担当。就是要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的义务和权利，
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对党忠诚。在生活中以身作则，不该说
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不做，做一个纯粹的人，有人格底线
的人!

踏实做好本职工作。我是企业的一名普通党员，对于人多事
少的实际工作状态，我要静的下心，耐的着寂寞，用严格的
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生活，来定位自己的“做人
做事”标准，踏实做好自己职责内的工作，不将自己等同于
普通群众，牢记“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以周永开同志为
榜样，扑下身子扎扎实实在岗位上起到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心存善念，感恩生活。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从周永开同志
事迹深切体会到，生活中要懂得感恩，知足常乐。对名利待
遇要知足，追求名利重在“度”，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
精神不懈怠，学习不止步，正确看待自己的工作和收入，不
比不攀，珍惜这份工作和生活，做一个正能量的乐观主义者。

周永开同志先进事迹生动的为我上了一堂特殊“党课”，让
我再一次理解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意义，明白了不
惧平凡，但惧平庸人生的含义。在新的时代，我们共产党人
要以周永开同志们为榜样，立足各自岗位弘扬奉献精神，认
真落实党章规定和践行入党誓词，用实际行动丰富奉献精神
内涵，努力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