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徜徉在巍峨的荆江大堤上，放眼望去，江水滔
滔、波澜不兴；大江南北两岸，沃野千里、风景如画。

阳光下，32岁的周鑫拾级而上，瞻仰荆江分洪
工程纪念碑，深情凝视纪念碑上肩扛锤子的女农
民浮雕，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正是他心心
念念的奶奶辛志英。“每当我想起奶奶，这里就是
最好的精神寄托。”周鑫噙着眼泪说。

1933年，辛志英出生于松滋米积台，曾率领
乡亲参与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南闸堤坝立下汗马
功劳。1952年，她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等劳动模
范”，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和宴请。

“奶奶从小就对我说‘志的意义就是立志治
水’。”回想往事，仿佛历历在目，周鑫向记者回顾
了奶奶与水抗争的一生。

为民治水：“当了大半辈子人大代表！”

初识纪念碑，还有一段插曲。
2001年，时年 10岁的周鑫第一次上大堤游

玩，看着纪念碑上的女农民浮雕分外眼熟，问向
一旁的大姑：“这好像奶奶，是她吗？”

“她就是你的奶奶！”从那以后，周鑫时常跟
在奶奶后面、依在奶奶怀里，聆听那一段段动人
的往昔岁月。他也渐渐懂得，奶奶的影像为何会
被立于汉白玉的浮雕之上。

由于中途搬了几次家，老物件丢了不少，但
当年获得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的奖状一直珍藏，还
有抽屉里几本红色的人大代表证。“奶奶当了大
半辈子的人大代表。”

辛志英曾担任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一至八届人大代表，同时连续担任三届松滋
市人大代表。治水，是辛志英在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上大声疾呼的重要内容。

1970年 5月 27日，松滋境内突降暴雨，一夜
之间，北靠长江的大同垸茫茫一片，10万亩农田
有7万亩被淹。辛志英心急如焚。经多年农田水
利建设，各大队建成小型机械排灌系统，但只能
抵御小的自然灾害，如遇大灾仍是无能为力，修
建几座大的电力排灌站刻不容缓。

她在省人代会上反映群众呼声和期盼，得到
省人大、省政府及水利厅、财政厅等部门支持，钢
材、设备、资金逐步落实。

然而，就在“战斗”打响之时，远在红安的父

亲不幸辞世。噩耗
传来，作为“领头雁”的
辛志英悲痛欲绝，她没有
离开一起奋战的干部群众，
只是独自一人站在工地上，默
默寄以无限哀思。

1972年 8月，辛志英出任米积台
泵站建设工程副指挥长，她因病需要做
手术，却把手术时间一推再推，直到大出血
倒在工地上。医生告知至少要住院治疗 3个
月，但辛志英牵挂着泵站建设，仅过了1个星期，就
强行出院上了工地。

1974 年 7月，米积台电排站竣工投入使用；
1975年，跃进闸电排站落成……与此同时，当地
政府连续多年组织劳动力，大刀阔斧修渠开河，

“三纵十三横”的河渠建成网田，“水窝子”变成
“棉粮仓”。

荆江铁女：“一生最爱干的就是治水！”

1998 年，长江流域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
水。8 月 18 日，松
东河大堤大叽咀段
发生100多米堤身
裂缝脱坡的溃口型
重大险情，在一支
与洪魔殊死搏斗的
抢险大军中，已 65
岁的辛志英不顾年
高体弱，夜以继日
地奔波于土场和险
段之间。

“我一生最爱
干的就是治水！”当
时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辛志英朴实而
有力的回答，令现
场人员动容。

抱鸡母洲是大
同垸隔在垸外的一
个小洲，地处长江
与松东河、松西河

三江口的江心，地势低洼，三面临江，居住在这里
的235户村民常遭洪水祸害。辛志英主动请缨赴
省城求援，有关部门将抱鸡母洲纳入全省平垸行
洪、移民建镇规划。2002年 5月，抱鸡母洲移民
建镇一期工程竣工，村民兴高采烈地搬进国家投
资建成的靓丽新村。

2009 年，松滋市沙道观成立老区建设促进
会，被聘为老促会顾问的辛志英建议：建设发展
老区，当务之急是疏浚采沙河、中渠河和流米河，
这“三大纵流”淤塞问题太严重了。她的建议被
老促会和政府采纳，对3条纵向主渠道进行疏浚，
解决全镇沟渠不畅的“老大难”问题。

2011至 2012年冬春之交，全省“万名干部进
万村挖万塘”行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1万多
名干部挥起铁锹挖塘清淤，拿起扁担挑运塘泥。
已近八旬的辛志英兴奋极了，不顾亲人劝阻参与
渠道疏浚工作。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从人民公社到改革开
放，辛志英和乡亲们一直在与水患决斗，她将一
生都献给了家乡的治水事业。”正如松滋的老水
利人毛克勤所说，辛志英为松滋市水利事业的建
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洈水水库大坝加固、

洈 河
金 羊 山 段 扩
洗、碾盘渡槽、文
家河水库、木天河滚水
坝、两河口公路桥、南海防
淤闸、小南海泵站等治水工程，
都凝聚着辛志英的心血和汗水。

如今，跨越松东河特大桥，米积台渠
如网，桥遍布，大小排灌站数十座，沙道观美丽
的原野、城镇景象扑入眼帘，绘就人水和谐的生态
画卷。

满怀深情：“就要为家乡人民做好事！”

“人大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只要我还
能动，我活一天，就要为家乡人民做好事。”辛志
英为家乡修电排站、建移民楼、修路建校舍、治水
惠百姓——

一纸建议，沙道观镇水厂建成，结束 5000多
人用水难的历史；数次呼吁，大同中学从血吸虫
重疫区搬迁至米积台镇上，一栋 4层 600平方米
的教学楼拔地而起；多次奔走，南海镇防淤闸建
成，5000亩良田插上了秧，综合效益达 20万元；
全力争取，5层 2000平方米的米积台车站候车大
楼落成，使这个早年商贾云集、联通两个地区三
县市的水陆码头平添一道亮丽新景。

为让议案建议得到落实，辛志英常常风里
去、雪里回，每次赴省，她和区、镇的同志都省吃
俭用，不乱花一分钱。曾任米积台镇镇长的毛忠

华回忆，辛代表为建设资金的落实吃了不少苦，

她从来没找镇里要过补助。

为人民说话，替人民办事。群众经常看到的不

仅是走红地毯、坐主席台、赴省会上京城的辛志英，

更是一个与他们同甘共苦、挑土筑堤的辛志英，一个

公而忘私、生活简朴、关心群众、古道热肠的辛志英。

其实，以辛志英的资历，并不是没有机会离

开农村。当年，省领导希望她能从农村来到省里

工作，辛志英当场就婉拒了。她说，群众这么信

赖我，我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2020年 2月 24日，辛志英同志病逝，享年 87

岁。根据生前遗愿，丧事一切从简。其儿女泣告

“临终时刻，妈妈再三表达，别让她的丧事麻烦大

家。我们遵嘱从简，含泪注目送她，亲戚朋友祭

奠，请送一束鲜花。”

“我要传承奶奶的劳模精神和治水情怀。”受
奶奶的熏陶，周鑫现任职于湖北维思德（荆州）律
师事务所，专注于环境资源犯罪，他立志要以法
治力量协同推进“生态大保护”，以法律“红线”守
护生态“绿线”。

江风习习，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依然巍然屹
立，守护荆江安澜、见证荆江巨变。

战荆江，建家乡；当代表，为人民。
辛志英毕其一生，与“水魔”奋争，她就是

一座时代的丰碑，矗立在汉白玉的浮雕上，存
在于百姓的心坎上。

她是劳模精神的诠释者。荆江分洪的火
热现场，“辛志英小组”成了战斗的代名词，成
了奉献的排头兵。她独创的“鹞子翻身碎石
法”推动整个工期的进度，也让时代记住了这
位钢铁般的女杰。她用自己的拼搏精神，赋
予“辛志英”三个字更宽广的含义。

她是共产党员的楷模。数十年如一日，
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身农装，扎根基
层，任劳任怨，为民办事，只讲奉献不求索取，
充分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

她是人民的贴心人。为家乡争取数千万元
投资，修电排站、建移民楼、修路建校舍……家
乡建设的日新月异，凝聚着她的汗水，彰显着
一名代表的职责。

辛志英的人生，是奋斗的人生；“辛志
英”的含义，是拼搏的含义；辛志英的精
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充
分体现！

记 者 手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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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志英珍藏的全国特等劳动模范奖状。

慈母辛志英 祖籍红安人

少小入松滋 龙台落行营

时逢新中国 治水土木兴

荆江分洪区 云集十万兵

群英簇劳模 全国响英名

巍巍荆江亭 石刻镂倩影

数次见领袖 细语且叮咛

观礼天安门 出访朝鲜行

三届作代表 参政聚北京

终身鼓与呼 苦心为百姓

生养儿女累 勤俭持家庭

忍辱向善走 德行众人吟

慈母爱似海 儿女永铭心

故人天堂去 一路上青云

辛志英孙子周鑫瞻仰荆江分洪纪念碑。

上
期
回
顾

一 切 为 了 群 众 ，为 了 群 众 的 一 切 。
全 国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先 进 个 人 ，凤 鸣 社 区 原 党 委 书 记 、主 任 郭 兵 ，用 瘦 弱 的 肩 膀 支 撑 起 疫 情

期 间 的 凤 鸣 大 家 庭 ，逆 向 而 行 的 背 影 诠 释 了“ 一 心 为 民 ”的 誓 言 ，直 到 生 命 尽 头 。

一辆白色电瓶车，满载群众“幸福感”
——寻访荆州区郢城镇凤鸣社区原党委书记、主任郭兵的故事

详见8月23日《荆州日报》第3版

缅怀辞

荆江铁女 精神永存

辛志英在工地上介绍碎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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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元超，辛志英女婿）

辛志英

辛志英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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