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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珍同志的高尚品德

陈汝婪

梁国珍同志是一位老干部，北海市人，一九三七年参加了中共北海党组织

领导的抗日救国宣传队，一九三九年十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

二月参加合浦武装起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她踏遍了六万山区的山山

水水，深入农村，发动群众，传播真理，发展党的组织。

解放后，梁国珍同志到华南分局党校学习，结束后，随李坚真同志往汕头

参加土改试点，任妇委副书记。一九五一年，任合浦县妇联主任，她带领土改

队深入农村，开展土地改革，她立场坚定，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工作艰苦深

入，深受群众欢迎。

一九五二年以后，她先后担任广西省妇联钦州分会福利部长、副主任，合

浦专区妇联主任，合浦地委财贸部干部科科长，合浦县委组织部部长。后因反

地方主义受株连，下放当公社副书记。一九五九年以后，任湛江地委财贸部基

层科长。湛江专署物价科科长，湛江专区建设银行副行长。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下放干校，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广东大揪“南路

党”时，被指名批判，多次被迫检查交代。但她始终坚持真理，毫无惧色，义

正词严地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抹杀不了，事实就是真理，谁也不能否

认，希望深入调查研究，我相信党，相信群众。”记得有一天晚饭后，从饭堂去

小卖部的路上，遇见刘铁、李云冰同志，一路行一路谈，谈到集中学习的事情，

梁国珍同志说：“事实就事实，谁也歪曲不了，相信党和群众，总会弄清是非的。”

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相信党、相信群众”这句话、成了梁国珍同志的坚定

信念。她处处以大局为重，坚决维护党的声誉，丝毫不计个人安危，是值得我

们崇敬的。

一九七○年，东方红干校成立保障连，即“保障供给”的后勤连，内设有

机修厂、纺织厂、大米加工厂、酒厂等。梁国珍同志当副连长抓后勤。人员由



各连队抽来，有下放干部、知识青年和原温泉劳改场的工人、家属，人员的思

想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各有各的特点。下放干部，背着改造的沉重包袱，整

天参加劳动，经常搞批判斗争，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搞餐敬。知识青年，喜

活动爱吸烟，每月工资低的 20元，高的 24 元，除伙食费外，零用只有 10元左

右，有些人月头吸“大前门”，月中吸“丰收”月尾吸“大绿竹”；工人、家属

下班就回家，搞家务养鸡种菜。由于各人的处境不同，生活习惯不同，思想也

因人而异。

梁国珍同志深知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经常深入各厂工作间，进行思想工

作，帮助解决实际闷题。例如有一次她去机修厂，同志们反映，干重活多，到

十点钟以后，肚子就饿了。她认真对待群众的反映关心群众生活。她回到饭堂，

她把情况告诉饭堂的同志，以后每天早餐要多做馒头、包子、煎饼、油条，让

大家自由购买。晚餐增加肉菜肴零卖，供大家选择。又有一次，大米加工厂有

部分同志，加班过了时间才到饭堂去食饭，因饭凉菜冻，与炊事员吵起来，梁

国珍同志知道后，召开各厂和饭堂负责人会议，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原因，要求

各厂今后凡是加班，超过开饭时问食饭的，必须派人提前告诉饭堂，饭堂轮流

值班，供应适司饭菜。会上特别提到“人活着是为别人活得更好”的道理，使

与会者心服口服，表示今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一九七二年梁国珍调整回湛江，一九七三年被迫提前退休。在十年内乱中，

尽管她受尽折磨，但她仍对党和党的事业坚贞不渝，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粉碎林、江反革命集团后，梁国珍同志精神振奋，感到自己精力还旺盛，

尚可以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经过多次申请，一九七八年重任湛江地区建设银

行副行长。一九七九年夏天，她带病深入化州农村，开展夏收夏种和夏粮征购

等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一九八○年下半年，她患重病住院，仍念念不忘党

的工作。一九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因病医治无效，于广州逝世。

四十多年来，梁国珍同志兢兢业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管是在国民

党白色恐怖下的残酷年代，还是在风云变幻的十年内乱中，她具有坚强的党性，

对党忠贞不渝，作风民主，公道正派，光明磊落，谦虚谨慎，她不争个人名利，

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革命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崇敬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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