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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荣获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授予“三等奖”

日前，上海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主办了“最美退役军人”评选活动。在虹口区推荐的“最美
退役军人”候选人中，79 岁的龚难先名列其中。

在欧阳路街道模范居民区的一栋普通公房里，记者见到了龚难先，当得知记者来意时，他操着带有绍兴
口音的上海话说道：“我做的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力所能及的小事情，真的不值得一提。 ”

平凡军人的美丽人生
———记虹口区“最美退役军人”、社区优秀共产党员龚难先

□记者 武 钢

1965年 10 月 10 日，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接见参加国庆观礼代表，5 排右起第 3 人
为龚难先。

▲

荣誉奖章和铜
牌等纪念物品

一生中最难忘的事

龚难先，曾在海军北海舰队当
兵，是一位在部队有过突出贡献的战
士。入伍 7年，他年年被评为“五好军
人”，荣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 6 次，
被誉为雷锋式战士。他先后被海军
4115 部队、北海舰队工程部、北海舰
队后勤部、北海舰队树立为学习榜
样。部队驻地青岛市人民政府曾连续
两年分别授予他青岛市“五好个人”
和青岛市“先进工作者”称号。济南
军区前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
刘昌毅中将曾在北海舰队召开的积
代会上当众夸他是个 “好样的上海
兵”，海军政治部前主任苏启胜少将
也在大会的报告中誉他是“一心为革
命的人”。
最令龚难先难忘的是，1965 年他

作为海军北海舰队的先进人物和英模
代表进京，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
国庆观礼，后来又受到毛泽东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那一幕一幕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还在龚难
先的脑海里徘徊。
“我万万没想到会作为海军北海舰队

的标兵，被推选去参加国庆观礼。这是国
家、部队、人民给予我的崇高荣誉，代表的
是海军北海舰队全体指战员。”龚难先兴奋
地说道，“当时消息传来，整个海军北海舰
队工程部都沸腾了，大家奔走相告，纷纷祝
贺我。”
“保家卫国，是军人的无上荣光，也是

军人的神圣职责。我只是做了一些微小的
事情，党和国家、部队却给了我这么多荣
誉。”龚难先谦虚地说道。

一生中最愧对的人

“我一生中最为愧对的是我母亲”，谈
起母亲，龚难先哽咽不已。

龚难先，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名字。
龚难先出生时，他母亲却突然昏迷过去，好
几天没醒过来，家里已经准备寿衣和丧事
了，但后来又神奇般地“活”了过来。龚难
先是在他母亲大难之前出生的，所以取名
龚难先。

1961 年 4 月龚难先入伍时，他母亲千
里迢迢送他去部队报到。然而，当兵 7年期
间，龚难先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母亲思想
很进步，也很通情达理，托人转告他安心在
部队服役，别老是惦记着家里。有一次，龚
难先母亲病危，家里两次发来电报让他回
去，说他母亲想见他最后一面，但由于部队
的战备军车急需修理并有其他紧急任务要
执行，龚难先无法请假赶回家探望母亲。虽
然他母亲经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这成为
龚难先一生中的最大憾事。
“我当了兵，就要以身报国，在当时没

法过多地考虑家里的事情。”龚难先坦言。
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无怨无悔地献给了军
队建设，他在部队的先进事迹无论是过去
服役时，还是退伍后，他所在的部队一直以
他为榜样教育新兵，推动部队建设工作。

一生中最难做的事

龚难先入伍那年，正逢我们国家三年
自然灾害时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一
心扑在国防建设上，为了战备和支援前线，
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一个人顶两个人地
干，只要哪里任务重，哪里有危险，他总是
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线。

然而，在部队要给龚难先提干担任一
定职务时，他却因长期过度劳累、体力透支
过大而并发了多种重危疾病，导致生命垂
危，部队不得不派专人护送他退伍回上海
救治。他本可终生长休，由国家供养，部队
也发公函要求地方政府对他尽可能的予以

多方照顾，但他谢绝了组织上的
特殊照顾。部队领导多次来探望
他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唯一想
的就是尽快再为党工作。
龚难先出院后被安排在上海市

轮渡公司组织部门工作，这对他来说
却是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因为他从小家
境贫困，只读完小学就参加工作了，他自
知拿惯枪杆和锤子的手要换成笔杆来“战
斗”，困难很大。“我曾经是军人，就要以战
斗的姿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把提高
自己的文化水平当作要攻克敌人的堡垒，这
样才能适应‘四化’要求。”龚难先笑言。

为此，他发奋自学，在上下班乘车途
中、晚上乃至深夜，刻苦攻读，并逐门参加
自学考试，最后终于通过了 15门大专课程
的考试，获得了华东政法学院法律专业的
毕业文凭。龚难先的学习毅力十分惊人，就
在他参加最后一门《民诉法》考试时，正是
他住院做腮腺混合瘤切除术后的第 5 天，
头部还缠满绷带，刀口尚未拆线，尽管住院
医生不让他请假出去考试，他还是再三说
服了主任医生同意他由家属陪同下前往考
场。当他考试完毕步出考场时，许多年轻考
生围住他，都非常钦佩他顽强的学习精神。

一生中最想做的事

龚难先最想做的事，就是像雷锋那样
“工作”和“奉献”。

龚难先的文化底蕴提高后，干起活来
更加得心应手。他顺利完成近 20位党员发
展对象的组织政审和材料形成，并介绍了
多位同志入党。他善当“伯乐”，积极为组
织推荐优秀人才，经他参与考察并执笔撰
写综合报告的后备干部大都走上了领导岗
位。此外，他还曾被借调到有关部门去参加
“文革”材料的复查和老干部档案的整理
以及基层单位搭班子等工作，均出色完成
了任务。

龚难先的工作成绩，都是在他放弃病
休，长期带病坚持下完成的。龚难先身患腔
梗、心梗早搏、吸虫病、肝硬化、慢性肾衰、
骨折后遗症、严重的颈椎病致血管神经受
压迫等疾病，由于过度劳累，曾使他在工作
时多次发生昏迷，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与同
事一起调查政审对象材料时突然昏倒，被
送医院急救才脱险。

龚难先退休后，时刻把周围邻居的冷
暖放在心上，只要大家有事找他，他都有求
必应。居民区里有几位独居老人，他总是不
放心，每天不是打个电话去问候，就是上门
去看望，并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便于有事
找他。

同楼邻居毛阿婆是独居老人，连转换
电视频道和使用电器等小事都要找龚难
先，有时一天多次打电话要他下楼去调试。

对面楼房里李阿姨的婆婆中风倒地，
她叫来救护车后因缺少人手把她婆婆抬下
楼，就打电话向龚难先求援，他二话不说急
忙跑去与救护员一道把老人抬上救护车，
并陪同到医院帮助挂号配药，直至转入观
察室后才回家。

小区物业水电工小缪身患肝癌，龚难
先得知后，毅然捐了 1000 元给他。当时，龚
难先老伴郑阿婆刚做完手术正在化疗中，
他情愿苦自己也要解小缪的燃眉之急。小
缪感动得热泪盈眶，连连说道：“您自己身
体那么不好，家里又这么困难，还要接济
我，这钱我真不能收啊！”但龚难先表示这
是自己一点心意，坚持让小缪收下。“我只
是想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将党的
温暖传递给群众。”龚难先说道。

龚难先在部队里是一名雷锋式战士，
在社区仍然是一个活雷锋，他总是通过点
滴小事，给群众以温暖，因此深受小区居民
的好评，在古稀之年还被评为社区优秀共
产党员。

一生中最爱的名言

龚难先始终践行忠诚党的事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入党初心，献身部队，服
务社区，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地为他人
做好事做善事，这是因为他经常对标先进
人物。龚难先说，他一直把先进人物的名言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一是雷锋同志的“在伟
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的“螺丝钉精神”；二是上世纪 70 年代北
京大白楼村党支部书记兼队长王国富的
“小车不倒只管推”；三是保尔·柯察金的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
候，他不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为碌碌无
为而羞愧……”。

心中有信念，龚难先才会自觉地把个
人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中，个人服从整体，
服从组织，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干一行爱
一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心中有理想，龚难先才会凭着一股“生

命不息，战斗不止，献完青春献终生”的劲
儿，在退伍和退休后的另一个战场上拼搏。

社区优秀共产党员龚难先

参加国庆观礼的龚难先在天安门前留影

▲雷锋式战士龚
难先（左）在修理
军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