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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看电视爱文字
摘抄笔记近10万字

26日，听说记者要来采
访，侯玉英早早地等在了小区
楼下。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腿
脚灵便，独居，能做饭，爱写
字，略带威海口音，92岁的侯
玉英，让人感觉温润如玉。

最早听说侯玉英，是因为
她的学习笔记。1975年12月退
休后，侯玉英闲不住，有三样
东西始终放在身边：报纸、书
本和笔。只要没事，侯玉英就
在卧室小书桌上，伏案疾书。
字体虽不甚完美，但纸面干净
整洁。

“我不爱看电视，只有每
天晚上看看《新闻联播》，报
纸是我的最爱。”每天研读报
刊杂志，特别是党报党刊，侯
玉英对时代变化很了解，深
刻领会党在新时期所制定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用她的话
说，这不仅学到了知识，还锻
炼了大脑。有时，为了让老同
志们及家人及时了解国家大
事，侯玉英还把报纸上的重
要时事剪下来，发给同志们
传阅。

在侯玉英家客厅的茶几
上，整齐的摆放着《党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一摞报纸及学习笔记等，

旁边还有一台老旧的电视。
几十年来，侯玉英的学习

笔记已经数不清楚有多少本，
大体字数在10万字左右。孩子
们的笔记本、药品说明书……
只要能写字的纸片，侯玉英都
仔细留着，裁剪成自己喜欢的
大小，装订起来使用。

退休以后，侯玉英多年在
离休党支部担任支委、小组长
工作，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
要求自己，模范履行党员义
务，正确行使党员权利，积极
参加党支部的各项活动。

十九大闭幕后，侯玉英积
极适应新时代，开始抄写新

《党章》。“我每字每句抄写下
来，记忆更深刻，比如新《党
章》与以前相比，哪里更改了，
为什么更改，这些都一目了
然。”侯玉英说，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党章》是行动标杆，是
指路明灯，自己的一言一行都
要想着《党章》，只要把《党章》
装进脑子里，行动就不会出
格。

15岁开始学习认字
儿童团时曾埋抗日雷

对文字的热爱，或许是因
为生在旧社会。15岁参加革命
工作之后，侯玉英才有机会学
习认字。

当年，侯玉英被村里推选
参加学习班，没有任何基础，
老师在台上教，自己在台下

“画”，别人都是看一遍就能写

完整个字，侯玉英是抬头看一
笔，低头写一笔，随时担心着
还没写完这个字，老师就把写
好的字擦掉了。

侯玉英至今清晰地记得，
晚上睡觉前，她都要将白天写
得字温习一遍。有一天，通铺
上相邻的同学突然用胳膊肘
捅了一下她，原来，自己偷偷
用手在肚子上比划写字，动作
抖动影响到了同学休息。吃饭
时，害怕学不会写字，侯玉英
拿筷子的手直打哆嗦，这一幕
恰巧被老师看到。了解原因
后，老师给了她一本字帖，了
了她最大的心事。

“不仅如此，我是文登人，
那时侯正处抗日战争时期，学
习认字时，随时提防日军来袭
击。”侯玉英说，这个时侯，别
的顾不上，养得猪一定要抗
走，绝不留给日军，等日军走
了，她们再回来学习。年少的
侯玉英，对日军并不害怕，在
儿童团时，她就站岗、放哨、捉
汉奸，甚至埋地雷。参加工作
前，领导也告诉过她，“革命不
怕死，怕死不革命”，这句话她
记忆深刻。

参加工作早，侯玉英见
证了祖国这些年的巨变。在
侯玉英的学习笔记上，不仅
有《党章》等精神，还有她平
时的生活感悟，如“少怕歪、
老怕摔”“当我老了，我希望
身体健康；当我老了，我希
望……”，一点一滴，朴实又
令人感动。

见困难伸援手
她出手就上千元

“现在我们不缺钱，不缺
吃，想想以前，这一切得来的
不容易。”物质生活条件提升
了，侯玉英仍然艰苦朴素，居
住的房子保持着上世纪的风
格，身上的衣服也是穿了几十
年。用药品说明书背面写字也
是因为，她不舍得浪费这张
纸，买个笔记本的钱，都能吃
上几个大馒头了。

对自己“抠”，但对有困难
的人，侯玉英很“大方”，尽自
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绵薄
之力。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
发生特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
民的心。当天晚上，侯玉英彻
夜未眠，震区场景不断在眼前
浮现。当听到捐款的消息后，
她主动跑到二所党支部捐助
了1000元救灾款，并对工作人
员说：“灾区人民正在受难，我
非常痛心。岁数大了不能到灾
区出把力，就出些钱，尽我最
大的力量来帮助灾区人民战
胜灾害，重建家园。”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及建党95周年之际，侯玉英又

分别向党组织缴纳1000元和
2000元“特殊党费”。

侯玉英已经记不清在各
种各样的募捐箱里投下了多
少笔善款。她常说：“我现在的
幸福生活是党给予的，党的恩
情我铭记在心。只要党和国家
遇到困难，我们老党员会随时
站出来，这是一种义务，更是
一份责任。”

侯玉英就是这样，秉承着
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人民的
无限热爱，离而不休、无私奉
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发挥着
一名老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党旗增光添彩。2016年，侯
玉英被评为集团公司“优秀共
产党员”。

兖矿集团92岁老党员侯玉英记10万字学习笔记，践行党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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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26日讯
(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通讯员 吴玉华 邓辉)
服务好近5万人的离退休职
工、遗属，不是件容易事。一
直以来，兖矿集团离退休职
工服务中心从思想政治引
领、待遇福利保障、丰富文
化业余生活等方面入手，发
挥老干部增添正能量作用，
守护好兖矿集团的“大后
方”、“大后院”。

兖矿集团，是从1966年
开始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省
管国有企业。经过60多年发
展，已成为在上海、香港、美
国纽约和澳大利亚“四地上
市”的跨国公司。

伴随企业的快速发展，
目前，兖矿集团第一代、第
二代开发者相继步入老龄，
现 有 离 退 休 职 工 、遗 属
49124人，其中离退休干部
7515人，离退休职工党员近
12000人，并还在呈不断上
升之势。

兖矿集团离退休职工
服务中心把加强离退休干
部思想政治建设和党组织
建设作为核心内容，引导广
大老干部政治坚定、思想常
新、信念常存。中心结合实
际，成立了120个基层离退
休党支部。

针对老党员多、居住分
散，个别老同志体弱多病的
实际，组织开展送学上门、
一对一结对子、微信课堂等
活动。同时，中心积极成立
了由348位老同志组成的

“夕阳红”暖心志愿服务队，
以离退休职工为服务对象，
积极开展暖心志愿服务。

在集团公司各矿处基
层单位，都建有老干部活动
中心，活动面积达5万多平
方米，投资400余万元。设置
了标准化棋牌室、台球室、
门球场、健身房、书画室等
活动场所。这些工作，都为
企业改革发展营造了健康
和谐的环境。

兖兖矿矿离离退退休休职职工工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守守护护好好集集团团““大大后后方方””

92岁的侯玉英是兖

矿集团离退中心服务二

所离休干部，1941年9月，

刚满15岁的她参加了革

命工作，1943年7月光荣

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

不识字的她学会了认

字，从此，读书、看报、做

笔记，是她最大的爱好，

至今笔记已近10万字。饱

满的热情、坚定的党性，

候玉英感染着周围每一

个人。

侯玉英老人正在认真记笔记。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老人摘抄笔记近10万字。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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