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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字〔2019〕25号

关于在全校广泛深入开展向唐庆祝同志
学习活动的通知

各院（系）级党委（总支），各单位、部门：

唐庆祝同志是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涌

现出来的我校党员的先进典型，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实践者，是我校全体师生学习的

榜样。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弘扬唐庆祝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怀，经校党委常委会及

校党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在全校广泛深入开展向唐庆祝同志学习活动，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大力弘扬唐庆祝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情怀

唐庆祝同志 1939 年 11 月出生于玉林市博白县博白镇马

塘村，1965 年 7 月从广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1

年起先后任广西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医教科科长、党总支

副书记、书记、党委书记，1991 年任广西中医学院党委组织

部部长，1993 年任广西中医学院纪委书记，1997 年兼任校

工会主席，2000 年退休。

唐庆祝同志是解放后马塘村里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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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怀感恩，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起，一直关心、支持家乡

建设，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家乡修路搭桥，扶贫济困，捐

资助学，特别是 2019 年 4 月，在他 80 岁这一年，将自己毕

生的积蓄——30 万元全部无偿捐赠给了家乡的教育事业，成

立了“唐庆祝奖学基金会”，奖励品学兼优的学子。他无私

奉献、慷慨解囊数十年，从未让学校知晓，直到 2019 年 8

月 29 日，博白县博白镇马塘村小学校长及村委主任一行带

着感谢信找到离退休工作处，他的先进事迹才公之于众。

作为一名有着 53 年党龄的老党员，唐庆祝同志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以一颗“初心”，默

默地为家乡出钱出力，做了许多“暖心”事，他的爱心善举

感动着家乡人民，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有如一粒

粒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孕育出春天的希望。

二、迅速掀起向唐庆祝同志学习活动热潮

学校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组织，精心安排，广泛深入开展

向唐庆祝同志学习活动。要把学习活动与“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专题

学习、座谈交流、主题党（团）日活动、主题班会、观看专

题片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学习活动，对照唐庆祝同志的先进

事迹，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提升政

治觉悟、加强党性修养、勇于担当作为的自觉实践，在全校

迅速掀起学习唐庆祝同志先进事迹热潮。要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师生以唐庆祝同志为榜样，深刻领会唐庆祝同志先进

事迹的精神实质，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在思想上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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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学习他坚守初心、践行宗旨，心怀感恩，关注家乡建

设发展，关心学子健康成长的真挚情怀；学习他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退休不“褪色”，与时俱进，勇于担当，乐于奉

献，以一颗“初心”多做“暖心”善举的人民情怀，推动我

校主题教育不断深入，结出硕果。

三、努力营造向唐庆祝学习的浓厚氛围

学校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运用新时代讲习所等学习平台，

充分发挥校报、校园网站、广播、橱窗和官方微博、微信、

易班等载体作用，大力宣传学习唐庆祝同志先进事迹，培养

选树和宣传推广身边涌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进典

型，在全校持续营造向唐庆祝同志学习的浓厚氛围。

全校各级党在组织开展向唐庆祝学习活动中的好经验

好做法请及时报送校党委宣传部，电子邮箱：xcb309@163.com；

联系人：张国琳；电话：0771-3134562。

附件：广西中医药大学老党员唐庆祝：践行赤诚初心

一切献给党

中共广西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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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中医药大学老党员唐庆祝：践行赤诚初心

把一切献给党

2019 年 8 月 29 日，一封鲜红、感情炽热的感谢信被送

到了广西中医药大学党委，正是这封感谢信揭开了一位有着

53 年党龄老党员几十年如一日践行赤诚初心、不改本色的尘

封往事。

来送信的是博白县博白镇马塘村小学的校长冯梅英及

马塘村委主任等一行 4 人。 “我们是瞒着唐庆祝书记来的，

我们早想来了，早该来了。”冯梅英说道，“感谢广西中医

学院教育培养出唐庆祝这样不忘初心、几十年如一日为党和

人民无私奉献的好干部！”

冯梅英口中的唐庆祝是广西中医学院(广西中医药大学

前身)党委原纪委书记，他在广西中医学院一干就是 35 年，

燃尽了一生最美的年华。2000 年退休后，他本可以“随大流”

坐享清闲，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做着公益，关心着家乡——自

治区级贫困县博白县的发展。他为家乡修路搭桥，扶贫济困，

捐资助学，帮扶教育，调解群众矛盾……今年五月，跟老伴

商量后，80 岁高龄唐庆祝更是拿出了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的毕

生积蓄 30 万元，无偿捐献给了自己的母校博白县博白镇马

塘村小学，成立了“唐庆祝奖学基金会”。

服务群众的无私人：“把一切献给党和国家”

今年年初，唐庆祝整理了自己所有积蓄，约 29 万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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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那就多攒两个月，攒够 30 万。”耄耋之年的唐庆

祝有感于身边的同学、朋友，相继离开，便与爱人商量“年

岁不长了，趁现在头脑还清醒，把手头的积蓄献给国家。我

是党和国家培养的，这钱也都是国家给的，把一切回报党和

国家也是应该的。”唐庆祝的想法得到了老伴的支持，于是

便有了后来的“唐庆祝奖学基金会”。

当问及唐庆祝为什么“瞒着”学校时， “这不算什么，

微不足道，一个党员应该做的。”把钱都捐了，万一有急用

怎么办？“我还有国家给的工资。”唐庆祝轻描淡写道。

唐庆祝隐瞒的不仅是自己的善举，还有老伴的病情。捐

赠积蓄的时候，老伴正在住院接受癌症治疗。然而，他没有

向老乡透露过丝毫。“把钱捐完了，奶奶的病怎么办”， 孙

女问他。 “实在不行，把房子卖了”， 唐庆祝道。

“枝繁叶茂不忘土，落叶归根报母亲。”唐庆祝在自己

的诗作《春笋》中这样写道，他从 1965 年留校任教，事业

上逐渐“枝繁叶茂”，却从未忘本，一直为改变家乡贫困面

貌、改善村民生活和出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路不通、桥不通，经济就不通。路通、桥通，经济才

能通。”1994 年，还未退休的唐庆祝回到家乡动员乡亲们“不

等不靠，自食其力”。沟通村里和城里的主干道——塘村大

桥就是这样由设想成为现实。

从唐庆祝的家乡马塘村到博白县城最便捷的方式就是

经过村前的南流江。20 多年前，江上还是简陋的木桥，一遇

到大雨等恶劣天气，出行存在安全隐患，就得绕行近两小时

的山路，出行极为不便。在唐庆祝的动员下，全村家家户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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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人头出资出力。唐庆祝不仅多掏了几倍人头费，还自费请

了专业设计师设计桥梁。修桥期间，唐庆祝有空就会回塘村，

关心施工进度，每次都会拿出当月工资的一部分用于桥梁建

设。“我在外工作，出不了力，微薄的工资代表点心意。”

经过全村的努力，98 年主桥竣工、99 年 12 月塘村大桥

正式通车。“全村人敲锣打鼓、放鞭炮，非常自豪！”唐祥

应回忆道，“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附近

的村子都羡慕呢！”

如今，村里的道路基本都已硬化，实现了“汽车开到家

门口”，博白镇副镇长林传生笑着说：“今年肯定能脱贫。”

而这或多或少都有唐庆祝的贡献，“他把路修到了我们

的头脑中，”唐祥应说，“每次村里修路、道路硬化，唐老

都积极捐款，甚至带村民去县里交通部门申请经费。已经记

不清他老人家捐了多少钱了。”

对于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唐庆祝总是慷慨解囊。对于群

众的需求，唐庆祝也总是有求必应。

“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他都帮助过。他也帮助过我，都

很感谢他。”74 岁的马塘村村民唐忠炳说道。“逢年过节，

他给村里老人送米啊、面啊、肉啊，请老人吃饭。给村里人

看病从不收钱，还经常自掏腰包帮抓药。”

70 年代，村里有个家庭困难的老人，眼睛看不见了，村

里县里都看了医生，治不好，最后找到唐庆祝。唐庆祝不仅

带着老人跑学校附属医院，给老人治好了眼睛，医药费、食

宿费、来回路费，唐庆祝全部承担了下来。“这事全村都知

道。”唐忠炳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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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老书记就像蜡烛一样，把光献出来，献给家乡、献

给社会，献给党和国家。”唐祥应感叹道。

“老”生活的拥护者： 清廉于物质 富足于精神

唐庆祝闭口不提过去几十年的善举，朴实纯粹、淡泊名

利，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穿老衣服、用旧东西、

过老生活。

一件印有“广西中医学院”字样的白色短袖，一穿就是

18 年，灰色的西装裤更是快“三十岁”了。衣柜里几乎都是

二三十年的旧衣服。孩子们都劝他，别穿了，买新的。他却

说：“没必要浪费那个钱。”一副老花镜金属边框磨得已经

泛白，中间镜架的折断处，被他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又一圈。

平时最常吃的，是咸菜白粥。“每次来唐老家，桌上摆的总

是老花样——咸菜就白粥。”广西中医药大学离退处处长董

才有介绍说。

清廉于物质，富足于精神。80 岁的他仍然保持着读书学

习的习惯。他的桌上、床头总放着几本书。有书页已经泛黄

的《邓小平大辞典》，有《文摘周报》《家庭医生》等杂志

报纸。退休之前，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业余时间他还乐于笔

耕，先后撰写了《新形势下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现状及对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搞好医德建设》《要注意

提高党的组织生活质量》等十多篇卫生、党建方面的论文，

同时，参加了《神州风雷》《新时期医药学职业道德》的编

写工作，也是《邓小平大辞典》的撰稿人之一。

2000 年 10 月，唐庆祝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广西中医学

院纪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退而不休”，他笔耕不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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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了《健康咨询——常见内科病的诊治保健》，还创作了近

百首诗词。他在诗作《退休》中，写道“为国为民再奉献，

有为有乐度晚年。”《夕阳红》中，有“不忘初心志，拼搏

献余热”；《东方睡狮》中“不忘初心齐发奋，与时俱进才

安身。”这样的诗句，正应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

座右铭。

家乡的传奇人物：“牛背”精神鼓舞村里读书人

唐庆祝是解放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他的求学故事在

马塘村流传甚广，村里的乡亲都管他叫“牛背上的大学生”。

唐庆祝在家里四兄弟中，排行老三。由于家里极度贫困，

解放前,唐庆祝差点被卖给地主家。已经记事的他暗下决心

要通过努力改变贫困面貌、改变命运。解放后，两个哥哥砍

柴务农，勉强供他和四弟上学。求学的条件十分艰苦，“吃

不饱，穿不暖，两兄弟共穿三条裤子，经常是一个换了裤子，

另一个没裤子换”，只比唐庆祝小几岁、74 岁的村民唐忠炳

回忆道，“后来，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了，唐庆祝就辍学了。”

辍学后的唐庆祝帮家里干起了农活，砍柴、种田、放牛……

可唐庆祝并没有放弃学习，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看书自学。

每次上山放牛，唐庆祝就拿着课本，骑在牛背上忘我地学习，

常常忘记了时间，总要等到天黑，看不清书上的字了才回家。

后来，家中宽裕了，唐庆祝重新回归学校，更加珍惜来之不

易的学习机会。从小学到大学，他成绩一直保持优秀，不仅

成功地考上了广西中医学院，成了塘村小学成立以来走出的

第一个本科大学生，还在大学期间由于表现突出，1965 年毕

业后留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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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村里的乡亲，经常会把唐庆祝求学的故事拿来

鼓励孩子，榜样力量无穷，“牛背”精神也成了村里学子努

力学习、发奋图强的助燃剂。

“我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牛背上的大学生’‘三

条裤子’的故事，觉得非常励志，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也给自己上 4 年级的女儿讲这个故事，她今年拿到唐庆祝教

育基金一等奖。”马塘村村民唐克杰笑着说道。

50 多岁马塘村村民唐祥应说：“小时候我爷爷、爸爸经

常用唐庆祝艰苦求学的故事来教育自己要好好读书，我也给

我的儿子讲过，等孙女再大一点，我也会给他讲‘牛背上的

大学生’的故事，希望孩子能像唐庆祝老书记一样出息，回

报家乡和社会。”

希望的播种者：“没有文化、没有人才，就没有出路。”

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唐庆祝，深知教育才是阻断贫困的

根本。所以，他格外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

他曾经对村里人说：“没有文化、没有人才，就没有出路。”

他不仅带头捐款修缮设施陈旧的塘村小学，现在还发动

在外工作、有所成就的同乡为学校捐资助学。对于村里家庭

贫困、考上大学的学子，唐庆祝都会主动捐款。

唐庆祝还资助过村里不少学习成绩优异、却无钱上大学

的孩子。现苍梧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唐春霞就是其中的受益人

之一。小学六年级那年，唐春霞的父亲过世了，4 兄妹全靠

务农的母亲一个人拉扯，身为长姐的她小学毕业就打算辍学

养家。唐庆祝来到了她家中，主动提出资助她读书。唐春霞

初中、高中、大学的学费、食宿费，唐庆祝承担了大半。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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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还会时不时关心唐春霞的学习和生活， 唐春霞回忆说：

“唐爷爷对我说得最多的就是‘努力读书，知识改变命运！’。”

“没有唐爷爷，就没有今天的我，他改变了我一生的命

运。”唐春霞哽咽着说，“我对他的感谢没有办法表达，我

工作以后，拿着钱还给他老人家，他不收，让我好好生活，

做人民的好医生。”

今年 50 多岁的唐忠升是唐春霞的亲叔叔，也是唐庆祝

鼓励和培养出来的村医。“我没考上大学，唐书记就拿回很

多中医的书籍给我读、辅导我，鼓励我自学参加成人高考。”

唐忠升说，“我考上了中医学院夜校，读书期间，在他家免

费吃、免费住，是他培养了我。”

“包括我和我侄女，村里还有好多唐书记资助、培养过

的人，他们现在有的在市里、有的在县里，有的跟我一样又

回来服务乡亲了。”唐忠升补充道。

唐庆祝给塘村小学捐赠 30 万元支票后，塘村村委和小

学特地张罗了一个小型的捐赠仪式，全校师生、部分家长代

表都见证了这份感动。仪式结束之后，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

迟迟不肯回家，他们找到塘村小学教师李东晓说：“老师，

我们可以和唐爷爷握个手么？”带头的六年级学生唐焕婷说：

“我们真的很感动，我长大了是不是也能做些什么，像唐爷

爷一样。”

“一个八十岁的老教授、老党员，把毕生积蓄投入到

家乡教育，对于学生和老师都是一种激励，也为家乡增加了

一种不忘初心的人文，更像一粒希望的种子播撒进了孩子们

的心中。” 塘村小学教师周春莲感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