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 好儿女齐俊义

大公报编者按：齐俊义同志，是一个具有崇

高革命品質的优秀 的 共 产 党员。她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她不愧是我們党的好儿女。
齐俊义同志是一个毫无私心的人。她一心一

意为革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給了壮丽的革命

事业。齐俊义同志体弱多病，但她考虑的不是个

人的得失，而是革命事业；她关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工作，是同志，是人民群众。为了革命，她

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以 頑強的革命精神，

克服各种困难，完成党交給的各項任务，卽使在

病危的时候，她仍然念念不忘党的利益，人民的

利益。她密切联系群众，热情为群众服务。她对貧下中农怀着深厚的阶級感情，
把他們的疾苦看成自己的疾苦。她的一言一行，給人們留下极其深刻的、难忘

的印 象。她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們的心里。
我們悼念齐俊义同志，更要学习齐俊义同志。要象她那样讀毛主席的书，

听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 办事。要象她那样事事、处处、时时严格要求

自己，进行自我革命，丢掉“我”字，使自己眞正成为“一个高尙的人，一个純

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优秀的共产党员、財政部干部齐俊义同

志，自参加革命以 来，对党的事业一贯忠心

耿耿，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不计较个人

名利地位，从不考虑个人 得失。一九六四年

上半年，她到河北抚宁、昌黎参加社会主义

敎育运动，不怕苦，不怕难，即使在病危的

时候，想到的仍然是革命，关心的仍然是工

作，是同志，而不是自己。她对贫下中农怀

着深厚的阶级感情，以 群众之苦为苦，以 群

众之乐为乐，密切联系群众。齐俊义同志—一

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表现了高贵的革命品

质。她在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因患

重病，抢救无效，不幸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

十七日逝世。
齐俊义同志是河北省唐县葛公村人，逝

世时仅三十七岁，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領导的青少年先锋队，同年十二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一月脫离农业生产参

加机关工作，一九四九年到中央財政部办公

厅总务处作会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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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强 的 革 命 意 志

齐俊义同志对領导交给的任务，从不讲

条件，沒说过困难。她的身体不好，在很早

以 前，由于颈部淋巴腺结核，作 过 切 除 手

术。当时，手术条件不够好，左臂神经受到

损伤，幷且有关节炎、胃病等慢性病。这次

参加社会主义敎育运动，領导上考虑到她的

身体，曾打算让她去搞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她恳切地向组织说：“作为革命 干 部

和共产党员，我应该投入到最艰巨的斗爭中

去。”她又说：“我进城十几年了，需要 回 到

农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去鍛炼和改造自己。”
領导上终于批准了她的要求。

从批准她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敎育运动那

天起，她就立下了“以 社敎运动为业”的志

愿。出发前，就带上了四季服装。幷向机关

的同志和家里人说：“不把运动搞彻底，决不

回机关。”
在抚宁期间，齐俊义同志虽 然 身 体 不

好，但她始终和大家一样坚持参加劳动，打

扫街道，给老乡担水，起早出操跑步。她在

日记里写道：“每当我感到累的时候，就想起

党的召喚。”后来，她的关节炎发作了，腿上

起了许多红点，她一声不吭，仍 然 坚 持 鍛

炼。同志们发觉了，几次劝她休息，她总是

不肯。后来大家决定不让她出操，可是她却

利用大家出操的时间收拾屋子，打扫院子，

给房东挑水，给同志们烧洗脸水。以 后，她

先后在抚宁的潘官营、昌黎十里铺大队工作

时，始终坚持参加劳动。去年四 月 二 日 那

天，她劳动完了之后，实在支持不住，走路

搖搖晃晃，回来饭也吃不下。可是她在当天

的日记里写道：“明天还去劳动，一定 要 坚

持下去！”

齐俊义同志在生活上对自己 要 求 很 严

格。刚到抚宁县城的时候，生活不习惯，加

上她有胃病，饮食不适应。她想，在城里就

这样，到农村怎么坚持“三同”呢？因此，她

在日记上对自己提出警告说：“这是娇气，一
定要打掉，一定要过生活关。”于是，她更加

自觉地在这方面加强鍛炼。在抚 宁 农 村 期

间，她一直坚持在贫农下中农家里吃饭。到

昌黎十里铺以后，经过一个多月，进入了春

耕大忙，为了减少社员的麻烦，領导上决定

分出一部分同志到食堂吃饭。当时領导考虑

齐俊义同志身体不好，决定让她 去 食 堂 吃

饭，她说啥也不肯去。
在住的问題上，齐俊义同志也是严以 律

己。到潘官营以后，天气已经冷了，她所住

的屋子从来沒有烧过火，領导为了照顾女同

志的身体，向生产队借了些柴禾。齐俊义同

志想：大家都沒有烧火，自己决不能特殊，
她和同屋的同志商量好，把柴禾又还给生产

队。在十里铺，齐俊义同志和另外两个同志

住在一间小厢房，房子低矮，门窗也破。領

导上批准她们換住一间房。但是，她坚决不

肯換。
同齐俊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

道她的身体不好，但是除了原来和齐俊义同

志在一个机关的同志之外，谁也不知道她有

什么病。八个月来，她从不向別人谈自己身

体情况。有一次，齐俊义同志闹着感冒去参

加社员会，在会上拿出药来吃，被 社 员 看

到，问她什么病，幷劝她去休息。从此她再

也不当着別人的面吃药。无论身 体 多 么 不

好，她从来不讲，沒有請过一次病假。后来

她发烧到四十度以上，同屋的宁瑞盈同志发

觉后，劝她休息，她不肯。以后给她請了医

生，经过诊断，决定要她住院医治，这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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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工作。
春节的时候，領导考虑齐俊义同志是四

个孩子的母亲，让她回家过春节。但她一再

表示家里沒问題，要和群众一起过春节。当

領导同志再三动员的时候，她诚恳地向组织

说：“我感谢領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但我

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只想到自己。”最后

还是和群众一起过春节。
齐俊义同志为什么具有这样顽强的革命

精神呢？她的一篇日记回答了 这 个 问 題：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必须对党，
对人民负责。我在这場伟大的革命斗爭中，

不仅改造客覌世界，而且要改造主覌世界，
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在革命熔

炉里鍛炼自己，爭取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

党员。”

深 厚 的 阶 級 感 情

齐俊义同志到潘官营以 后，访问了扛过

十三年活的老贫农李兴贵。李兴 贵 全 家 五

口，一个老婆，三个孩子。老婆在一九六二

年因为生第三个孩子受了病，一 直 瘫 在 炕

上。李兴贵除了每天参加队上劳动，还要做

饭、料理家务。齐俊义同志开始访问李兴贵

时，李的态度冷淡。俊义同志 想，我 们 刚

来，群众是要有个了解我们的过程，群众要

了解我们什么呢？主要是要了解我们的阶级

感情。她找到了问題的关鍵，在自己的日记

里写道：“李兴贵家一个病人，三个孩子，炕
上很脏，孩子还在屋里拉尿。面 对 这 种 情

况，怎样去对待，这是一个阶级立場、阶级

感情问題，是革命还是不革命的问題。要革

命就必须和贫下中农同甘共苦。”以 后 ，齐

俊义同志到李兴贯家，进门就帮 着 做 针 线

活，做饭，收拾屋子，料理孩子，和家人一
样。

李兴贵一个人要养活五口人，加上队里

生产不好，生活有一定困 难，到 旧 历 十 一

月，天气已经很冷，李兴贵和他的孩子还都

沒有穿上棉衣。齐俊义同志看到这种情景，

向領导作了汇报，由社会救济补 助 了 一 些

布。她又取得領导的支持，同队 员高淑芹同

志帮助兴贵家縫制棉衣。几个夜晚的突击，

做好了四件棉衣。就这样，齐俊义同志一面

在生活上体贴帮助，一面给他们讲述党的政

策，讲解革命道理，使李兴贵很快提高了觉

悟。李兴贵说：“我一定把革命大旗扛起来，
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跟共产党走。”以 后

李兴贵在运动中始终站在前面，幷且入了党

（沒有预备期），当选为党支部副书记。
齐俊义同志非常关心贫下中农青年的成

长。她经常给靑年们讲党的政策，讲革命道

理，她只要在家，屋里总是挤满 了 靑 年 男

女；下地劳动的时候，一休息，妇女和靑年

们就把她围起来，听她讲毛主席著作，讲有

关政策。齐俊义同志为了组织青年学习毛主

席著作，给十多名青年买了毛主席著作单行

本和选读本。有一次，青年潘凤 君 下 地 回

来，在流动书摊上拿着一本《三代人的脚印》，
翻来复去地看，又恋恋不舍地放下了。齐俊

义同志看出她喜欢这本书，手头 又 沒 有 錢

买，便买下了这本书，第二天她亲自把书送

给潘凤君，潘凤君感动得不知怎样才好，半

天才说了一句：“齐姐，你眞好！”是啊，齐

俊义同志对于群众的大事小事，都是看在眼

里，记在心间，做在手上，她把群众的疾苦

看成是自己的疾苦，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

深厚的阶级威情，取得了贫下中农的好女儿

的资格。她所在的队，老年人都叫她“闺女”，

靑年人称呼她“齐姐”，孩子们都亲切地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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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姨”。

对 工 作严 肃負 責

齐俊义同志对革命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

感。在工作中，她对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疑

点都不轻易放过，总要弄个水落石出，经常

背着同志们工作到深夜。有时候，为了一个

问題，躺在被窝里还在想。有的社员和同志

们问她，总这样干累不累？她回答说：“为了

革命，为了群众，我只想过怎样 把 工 作 做

好，沒有想过累不累。”
齐俊义同志对于領导上的每项指示，都

认眞地记录、学习和贯彻。在抚 宁 工 作 期

间，带队的同志在总结工作时，提出了注意

在实际斗爭中培养会计人员的问題。齐俊义

同志把这一指示牢牢地记在心 里。到 十 里

铺，她就注意选择了适合作会计工作的两名

贫下中农靑年和她一起工作。这两个青年都

是初中刚毕业的学生，不懂帐务，齐俊义同

志便边带、边敎，仅一个多月时间，就使他

们基本上掌握了生产队的会计业务，懂得了

记帐原理。现在其中的一人已经调到公社信

用社作会计工作了。后来大队成立会计训练

班，齐俊义同志又选送另一个靑年李艳霞去

学习。由于李是半路插班的，学 习 有 些吃

力，齐俊义同志就利用自己的午休时间为她

补课。

对同志 誠 恳 热 情

齐俊义同志处处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在

生活上体贴同志。在潘官营工作时，她同本

地干部高淑芹同志在一个队，住一个屋。现

在一提起齐俊义同志，高淑芹同志的泪水就

止不住地流。她说：“齐俊义同志帮助 我 懂

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克服了很多思想上的毛

病。她敎给我工作方法，象大姐姐一样地体

贴我。齐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为我

作出了榜样。”原来，齐俊义同志经常帮助小

高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习中，小高念错一

句话，读错一个字，她都及时地提出来。齐

俊义同志身体虽然不好，又有关节炎，冬天

总是把热炕头让给小高。因为互相推让热炕

头，两人常常闹个半红脸。齐俊义同志还常

常在半夜里把自己的棉大衣盖在 小 高 的 身

上。
齐俊义同志对待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

冬天开大会，她把自己的手套给别人戴，把

自己的围巾给別人围。下雨的时候，她把自

己的雨鞋给別人穿。同志们的衣服脏了她帮

助洗，袜子破了她帮助补，同志们的日常生

活，她也帮助安排。
齐俊义同志对待同志从来是 谦 虛 谨 慎

的。她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但是她

从来沒有向任何人讲述过自己 的 经 历。相

反，她经常向同志们讲：“我在城里呆 的 时

间长了，群众工作生疏了，大家得 帮 助 我

呀！”凡是和齐俊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同志，

都感到她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齐俊义同志在医院住了十三天。在住院

治疗期间，她同疾病进行斗爭的坚强意志，

在病中不忘党的工作的革命精神，在病中仍

然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质，给人们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

任何时候都不忘革命

齐俊义同志是去年六月十四日因急性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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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入院的，几天之后，又因喉头炎引起败血

症。在治疗期间，齐俊义同志为 了 战 胜 疾

病，她同医护人员合作得很好。为了不给医

护人员增加治疗中的精神负担，她 忍 受 痛

苦，从来沒有叫过一声疼，沒有说过一句身

体不舒服的话，也沒有一点烦躁的表现。只

要是大夫让她干的事情，她总是 顺 从 地 照

办。她长期发高烧，为了给她降溫，需要用

冰把她的身体鎭起来，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当护士问她能不能坚持的时候，她坚定

地说：“为了革命，我一定坚持！”有 的 大 夫

讲：“我在医院工作了八九年，象齐俊义同志

这样坚强的病人是很少见的。”
齐俊义同志在病中时刻关心的仍然是工

作，是同志，是別人。她为了不给护理人员

增加麻烦，发四十度的高烧，还要坚持自己

到厕所去。她在自己翻身都很困 难 的 情 况

下，仍然坚持自己洗脸。当她的病发展到全

身性霉菌感染以 后，口腔不断出血，要经常

吐痰漱口。她怕护士同志劳累，让护士把水

壶、痰盂给她放在身旁，由她自己来做，夜

间还经常问护理她的同志累不累，幷劝她们

去休息。当她的病情相当严重，自己在床上

难以 翻身的时候，医院为了照顾她的休息，

也为了便于治疗，给她換了一个搖床。她发

觉后，对大夫说：“这张床太好了，我可不能

特殊啊！”幷恳切地要求给她換原来的床。她

转败血症以 后，几天沒有吃东西，一天听到

饭车响，她对护士同志说：“到开 饭 的 时 候

了，我想吃点饭！”护士同志听她说要吃饭很

高兴，马上和她商量：“你想什么吃？给你做

点来。”齐俊义同志对护士同志说：“不 要 单

做，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不能特殊，

不要给炊事员添麻烦。”
齐俊义同志在重病期间，始终沒有忘掉

党的事业，沒有忘掉革命工作。她 住 院 以

后，同志们都关怀她的病情，经常派代表去

看望她，齐俊义总是对同志们说：“我来住院

就已经影响工作了，你们还要拿出时间来看

我，就更影响工作了，下次不要来了。”她病

重以 后，領导上打电报把她爱人叫来，齐俊

义同志一见到她爱人就说：“工作很忙的，你

来干什么？”在她逝世的前一天，她嘴里不断

叫着负责同志的姓名，护士同志问她是不是

有事，她说：“明天有个重要报告，我 得 去

听。”齐俊义同志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

她整个住院期间，从来沒有向別人提起过家

里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在她逝世前，她把

自己的爱人叫到身边，叫她爱人替她把自己

借用社员的饭勺、提兜和住院时借的其他同

志的《毛泽东选集》送还，幷嘱咐替她把自己

沒有做完的工作做好交代，可是家务、孩子

问題一句也沒有提。
齐俊义同志逝世的消息传到十里铺，许

多社员失声痛哭，有些老年人悲伤得吃不下

饭。
为了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为了使齐俊

义同志同广大贫下中农在战斗中建立起来的

阶级感情万古长存，領导根据群众的要求，

决定把齐俊义同志的遗体埋葬在十里铺。十

里铺的全体社员，为了表示对革命战士的敬

意，为齐俊义同志立了“后世良模”石碑。许

多社员向齐俊义同志的爱人表示：“齐 俊 义

是贫下中农的好榜样，我们一定 把 齐 俊 义

同志的坟墓管好，用她的革命精神敎育子孙

后代。”许多靑年表示，要继承齐俊义同志

沒有完成的革命事业，一定巩固社会主义敎

育运动的成果，努力建设社会主 义 的 新 农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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