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员模范：刘义权先进事迹简介

刘义权，四川德

阳人。1968 年 3月入

伍，1970 年 7月入党，

原为解放军档案馆馆

员。2008 年 9 月，刘

义权被确诊为直肠癌

晚期，但他仍以惊人

的毅力工作在中美军

事档案合作一线，坚

决不放弃工作。2009 年 10 月日，刘义权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锦涛批示：“向刘义权同志学习”。2010 年 1

月 28 日 19 时 20 分在北京病逝。

一、人物生平一、人物生平一、人物生平一、人物生平

刘义权出生在四川农村一个贫

苦家庭，参军入伍后，在党组织培

养教育下，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党和

军队档案战线上的杰出人才。1971

年，刘义权从地处大山深处的某导

弹基地调到二炮司令部机关，开始

接触档案工作。

1978 年，刘义权接到任务到豫

西山区整理我军 1927 年至 1949 年

期间革命历史档案。

1981 年 10 月，他如愿正式调

入解放军档案馆，被分配到第一档

案库工作，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档案材料。

从 1986 年开始，刘义权一直从事军队档案收集工作。



二、从业经历二、从业经历二、从业经历二、从业经历

1989 年，有关地方政府筹

建该战役烈士陵园，急需革命

烈士的档案资料，派专人到解

放军档案馆求助。刘义权从当

年在安徽、河南等地征集的档

案中找出 20 多份重要资料，

包括高山铺战斗详报、烈士名

册等。这些档案详细记载了烈

士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以及牺牲的时间和地点，在烈

士陵园陈列布展、树立烈士墓

碑等方面，都成了基本依据。

1996 年，为纪念竹园铺战斗胜利50周年，四川某地政府准备修

建战斗胜利纪念碑、纪念馆，刘义权和同事们从四川等地征集 40 多

件档案，发挥了重要作用。

纪念碑建成后，时任军委副

主席的刘华清同志亲笔题

写了“成都战役 28师竹园

铺战斗胜利纪念碑”碑名。

1999 年，刘义权经多

方查证得知四川某单位存

有国民党起义将领的重要

档案，这部分档案在解放军

档案馆馆藏中存量较少。为

将这些珍贵档案征集进馆，

填补空白，刘义权绞尽脑汁

想办法，找到曾任总政群工

部部长的邓先群同志，恳请

帮助。



2003 年，上级决定在新落成的解放军档案馆举办反映党的三代

领导 集体军事实践

活动 历史档案珍品

陈列 展。刘义权担任

档案 珍品的遴选工

作。 他凭着对馆藏

档案 的熟悉，在展览

总体 构思、内容分

布、 档案遴选、版面

设计 等方面提出了

重要意见。

2006 年 4 月，刘义权接到退休命令，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岗

位。这一年，由军委领导直接推动的中美军事档案合作揭开序幕，解

放军档案馆急需档案专家整理、鉴定馆藏志愿军档案，希望返聘刘义

权担负这项工作任务。刘义权立即重返岗位，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2008 年 2 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查找朝鲜战争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

落开展军事档案合作签署相关备忘录，双方军事档案合作正式启动。

同年 7 月，刘义权作为专家成员，被编入该馆中美军事档案合作办公

室，分工负责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等档案中查寻相关线索。 2007

年 7月，解放军档案馆、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光荣历史的见证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0 周年档案实物展》在上海外滩当年

外国租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旧址附近开展，展出了 700 多份珍贵

历史档案，参观人数达56000 人次。

三、社会评价三、社会评价三、社会评价三、社会评价

刘义权，疾病正残酷吞噬着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的平凡人生，

却如一抹灿烂彩霞绽放光芒,如一溪清冽甘泉润人肺腑, 如一声平地

惊雷动人心魄，如一缕和煦春风温暖人心。

他，呕心沥血，足迹遍布全国，亲手征集和接收军事档案 83 万

余件,为建设我军档案资源体系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刻苦钻研，深入探索档案工作特点规律，在形成军队档案收

集工作制度规范上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他，身患绝症，仍牢记使命、心系大局、工作不止，顽强拼搏在中美

军事档案合作一线，为军事外交大局做出了积极贡献。

闻听他的事迹，从将军到士兵无不为之动容。这位用生命诠释当

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平凡工作中体现伟大精神的人。

四、社会影响四、社会影响四、社会影响四、社会影响

2009 年 10 月 11 日，刘义权同志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开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受胡锦涛

总书记委托，看望了刘义权同志的家属和报告团成员。他强调，胡锦

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对刘义权同志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全国档案

工作者的鞭策和鼓励，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

深入宣传刘义权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他坚守信念的政治品格，践行

使命的执着精神，甘于奉献的价值追求，乐观向上的人生情怀，努力

营造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厚氛围。

李长春指出，刘义权同志的先进事迹生动感人，催人泪下，平凡

中见伟大，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

革命军人的优秀品格。38 年来，刘义权同志立足本职岗位，无私奉

献，忘我工作，为党和军队档案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不愧为全国档

案战线的优秀楷模，不愧为在平凡岗位上创造非凡业绩的先进战士，

不愧为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先锋。刘义权同志的先

进事迹和成长经历启示我们，不论岗位多么平凡，不论工作多么普通，

只要把本职工作当作崇高事业来追求，脚踏实地、勤奋敬业，就能在

平凡的岗位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就能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

五、先进事迹五、先进事迹五、先进事迹五、先进事迹

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信念坚定



基于对档案工作重要作用的亲身感受和炽热之爱，刘义权做出了

人生重大决定：离开大都市的高级机关，调到艰苦的后方档案库长期

干档案。刘义权到新岗位后，负责清理档案库遗留的十几万件待销毁

档案材料。刘义权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其中有价值的全都精心挑选

出来。

1983 年，刘义权被选送到军事学院深造，系统学习了档案学管

理理论、中共党史、我军战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档案史和世界档案

史等专业知识。这次学习，不仅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使得他

从当初对革命历史档案的朴素感情，升华为对档案事业的价值认同。

他认识到，档案工作虽然平淡无奇，但档案事业却是一项守望历史、

传承文明的千秋功业，这项工作是党和军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把

这项工作做好了，也能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他从内心深处激发起干

好档案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

就这样，刘义权满怀对党和军队档案事业的赤诚，像铆钉一样钉

在平凡的岗位上，始终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到档案工作中，一干就

是 30多年。

献身使命、忠于职守献身使命、忠于职守献身使命、忠于职守献身使命、忠于职守

20 多年来，刘义权收集的各类档案，时间上涵盖了我军建设与

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内容上涉及到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军队建设的方

方面面，其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之高难以估量。在军队档案系统中，

大家公认刘义权做档案收集工作时间最长、收集整理的档案最多、做

出的贡献最大。

高级将领档案是军队档案资源重要组成部分，刘义权在征集中想

方设法挖线索、找档案、争资源，对形成完整的高级将领档案做出了

重要贡献。 刘义权对革命先烈无限敬仰，在工作中特别注重收集、

保护各地革命烈士的档案资料，以此作为缅怀先烈、激励后人的重要

方式。 刘义权和同事们历经千辛万苦征集的党和军队的历史档案，

成为党和军队的宝贵战略资源。刘义权对自己亲手征集的档案如数家

珍，使它们在党和军队建设中发挥了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



高度负责、满腔热忱高度负责、满腔热忱高度负责、满腔热忱高度负责、满腔热忱

刘义权作为专业档案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对革命历史

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深厚情结，表现出了高度的职业道德精神和素养。

档案是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在刘义权眼里，档案的安全重于一切

甚至重于生命。档案整理和接收是确保档案工作质量的关键环节。刘

义权作为一个“老档案”，在这些工作中坚持原则，敢于较真，铁面

无私，不留情面，在军队档案系统中是出了名的“死心眼”。档案工

作是服务性工作，特别需要热情、周到、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和作

风。刘义权就是一个这样的“热心肠”。

心系大局、顽强拼搏心系大局、顽强拼搏心系大局、顽强拼搏心系大局、顽强拼搏

08 年 7 月，刘义权作为专家成员，参与中美关于查找朝鲜战争

前后美军失踪人员下落的军事档案合作，分工负责从中国人民志愿军

等档案中查

寻 相 关 线

索。刘义权

深知这项工

作关系到中

美军事外交

大局，任务

十分光荣，

责任十分重

大。一方面，

他为有幸参

与这项工作

倍感骄傲和

自豪。另一方面，他也深切体会到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因为

这种压力，该馆通过多种渠道联系的几位档案专家都婉言谢绝了。刘

义权是个要强的人，从受领任务那天起，他就把压力变成动力，全身

心投入工作，决心用工作成绩回报组织的信任。



由于工作劳累和紧张，刘义权忽视了身体发出的癌变信号，一再

延误去医院诊疗。 靠着这种信念的支撑，刘义权拖着被癌细胞吞噬

着的病体，又返回到他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像往常一样抓紧点滴时间

查阅档案。为了不让同事看出他的病容，以往不太讲究的他，每天都

把自己收拾得很整洁，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他一天工作长达

7个小时。2009 年 3 月，刘义权病情发展，癌细胞向右髋臼骨转移，

需要接受放疗，刘义权坚持工作，每天直到下午 5点才去医院接受放

疗。为了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同事每天从库房调档案时故意少一点、

慢一点。刘义权知道这是在关心自己，就不停地催促，央求给他再调

点档案。否则，他就站在办公室不走。

忘我无私、乐于奉献忘我无私、乐于奉献忘我无私、乐于奉献忘我无私、乐于奉献

刘义权不论在职还是退休，都是竭尽所能为组织分忧，凡事总是

为别人着想，把军人荣誉看得重如山，把个人利益看得淡如水，几十

年如一日，始终坚守了入党时的庄严承诺。

刘义权淡泊名利，不图虚荣。他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但没有人能

想到他并没有高级职称。他参加过军事学院培训，发表过多篇专业论

文，先后给全军许多单位和院校授课辅导。但由于常年外出征集，工

作任务繁重，他多次把晋升高职的机会让给年轻同志。

刘义权不仅自己坚守革命气节，保持军人本色，对儿子的教育也

十分严格，有时近乎苛刻。他常年出差在外，顾不上儿子的学习，儿

子只是考上了职高。毕业后工作不好找，儿子提出与朋友合伙开酒吧。

刘义权返聘后始终保持着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上班时埋头苦干，下

班后谈笑风生。

六、成就及荣誉六、成就及荣誉六、成就及荣誉六、成就及荣誉

刘义权同志身患绝症仍忘我工作，在特殊岗位上体现出革命军人

的坚强意志，用生命践行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后 9 次受到

嘉奖，1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获得过解放军档案馆

专业最高奖——“兰台奖”。



3 月 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

解放军歌剧院观看反映解放军档案馆原馆员、全国档案战线时代楷模

刘义权先进事迹的大型话剧《生命档案》。刘义权从事档案工作以来，

从全国各地收集党和军队珍贵档案８３万余件，为建设军队档案资源

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军档收集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