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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把
群众带到富路上，把群众带到正
路上。”这是史来贺在村支书任
上的自我总结。简单朴实的一
句话，概括了他 50 年的风雨历
程，50年的道路自信。

刘庄，一个资源贫瘠的平原
小村，能在岁月的长河中引领时
代风流，关键在于村支书史来贺
有主见，有风骨，一心一意依靠
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处处维
护纯洁党风和营造文明村风，不
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
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时
刻践行党的宗旨，谱写了一曲可
歌可泣的史诗。

“老史咋总是能跟中央保持

一致呢？对照对照，他做的都符
合人民的利益啊！”老党员们在
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的肺
腑之言，道出了史来贺“两件事”
的精魂所在。

和史来贺的“两件事”相比，
一些人忙的是其他事儿：有的把
个人升迁放在第一位，罔顾群众
利益，追求“盆景”政绩；有的比
阔气、讲排场，楼堂馆所何其豪
华，迎来送往何其热闹，觥筹交
错何其铺张。

走富路，不走穷路、老路；走
正路，不走歪路、邪路。史来贺的
这“两件事”，说起来容易，真正做
到可不容易。有的领导干部抓经
济头头是道、做得有声有色，讲政

治却是说起来清楚、做起来不清
楚。一些地方经济指标上去了，
却世风低落，百姓颇生怨言；一些
党员干部自己不行正义，却感叹
群众工作不好做；还有一些人，受
西方错误思潮的影响，甚至对我
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
义道路产生了动摇……解析刘庄
传奇，感悟中国村魂，破解诸多现
实困惑的途径顿时变得清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
员干部如果对人民没有感情，群
众“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
娘”就不奇怪，因为，群众吃肉，是
终日辛勤劳动所得，并非谁的恩
赐；群众骂娘，骂的是有劣行劣迹
之人，并非所有党员干部。群众

是最讲实际的，如果发展不能让
群众得实惠，就算吹得天花乱坠
也没人信，群众当然不会跟你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
榜样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佛，
让人敬而远之；而是像邻家大叔
大婶一样平易亲近，举手投足之
间就成为示范，催我们自省、自
警、自励，给我们见贤思齐的信
心、决心、动力。对党员干部而
言，社会转型期热点多、焦点密、
燃点低，人民群众的很多利益诉
求需要及时回应，很多新的社会
难题需要破解。凝聚改革发展
共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巩固
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任重而道
远。史来贺的“两件事”给我们

的答案就是：忠实践行党的宗
旨，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史来
贺离开我们已经整整 10 年了，
今天的刘庄，依然是全国闻名的
富裕村、先进村，今天的继任者
仍然在坚持做这“两件事”，走富
路，走正路。史来贺的“两怕”和

“两件事”，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刘
庄这方天地，成为党员干部的一
笔宝贵精神财富。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就要像史来贺那样，沿着富
路，沿着正路，奔向前方——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
我们的奋斗目标。

不搞特殊化，最怕与群众疏远
生分

80 多岁的新乡市关工委副
主任王玉堂对记者说：“史书记
最值得学习的是，他对群众永远
怀着深厚的感情。”

对群众深怀感恩之情，对人
民深怀敬畏之心。他一生不唯
官，不唯上，唯独怕群众，怕群众
与他疏远生分。虽然担任全国
人大常委 20 年，还当过地委书
记、县委副书记，但他始终不在
群众面前搞特殊，连与中央领导
的照片也不往墙上挂，对家人

说：“甭拿这吓唬老百姓，还是多
干些实事好事。”每天下班往路
边一坐，村里的男女老少围过
来，有说有笑一片融洽，这才是
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

去世前一年，他曾经把一份
5000字的《史来贺对刘庄调查研
讨的谈话》交给全体村民，把未来
摆到群众面前听取意见。即使在
最敏感的民主问题、接班人问题
上，也相信党员和群众的力量。

史来贺经常对人说：“干部既
是带头人，又是服务员。带头人
就是要带领大家苦干实干，脱贫
致富，无私奉献；服务员就是为群

众搞好服务，办实事，解决实际问
题。这是最直接的思想政治工作，
做好了，群众就没有后顾之忧，就
会一门心思搞集体经济，为刘庄的
发展出力流汗。同时，集体富裕
了，群众富裕了，群众才会打心眼
里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信念问题，说到底是感情问
题。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关键是培养对群众的感情。

全国人大代表、京华社区党
委书记刘志华说：“群众路线，感
情是根本。正是他对群众的深
厚感情，他对人民的大爱，坚定
他的信念，焕发出一种不可估量
的精神，使他不怕苦、不怕累，敢
于攻难克坚。”

人不离刘庄，身不离劳动，心
不离群众

从 1953 年开始，上级多次
调他到区上工作，都被他婉言谢
绝。他说：“从我个人角度讲，到
区里当国家干部不吃亏，可刘庄
还很穷，这里更需要我。”

1965年，组织任命史来贺担
任新乡县县委副书记。史来贺提
出“人不离刘庄，身不离劳动，心
不离群众”三原则。从那年起，史
来贺开始拿国家干部工资，可是
他自己经常游离在工分和工资之
间：1978 年以前，工资高于村民
平均收入，他向村里交了工资拿
工分；以后，村民平均收入高于工
资，他又交回工分拿工资。

史来贺曾经担任过排序第
三的新乡地委书记，可他主要精
力还在刘庄，在新乡市没有要一
间房子，配的专车和秘书也从不

带回刘庄，他与家人约法三章：
不比群众特殊，不占集体便宜，
不收礼送礼。他老伴几十年没
乘坐过他的车，一辈子仅仅跟着
村里集体旅游去过洛阳、开封。

新乡市委党校教授张敬民
曾经在刘庄住过两年，他问史来
贺，为什么一次次拒绝“进步”，
史来贺告诉他：“我是农民，在农
村如鱼得水，就看重劳模这俩
字，真不愿出来当领导。”

史来贺素来光头，布衣、布
鞋，他说庄户人就应该像庄户人
的样子；他特别喜欢热馒头蘸辣
椒就白开水，他说这就是平实的
生活，又刺激又舒坦。

新乡市委书记李庆贵说：“50
多年来与时俱进、勇立潮头，扎根
基层、一心为民，感召一方、引领
一片，学习史来贺有利于加快转
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学
习弘扬史来贺等先进群体精神，
能够促使广大干部强化宗旨意
识，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
终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密
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留下宝贵精神财富

史来贺去世前，刘庄全村的
企业固定资产近 10 亿元，年上
缴税金 4500 万元，人均实际分
配1万元，户均存款20万元。家
家户户住着整齐、清洁、漂亮、舒
适的房子，电话、电视、空调、冰
箱也成为普通用品，每人都享受
村里 20 多项集体福利，上学、看
病、养老费用全部由集体承担。

说到这些，刘庄人就会想史来
贺：搞农业，他与群众一道起早贪

黑；建新村，他既是指挥员，又是战
斗员，累倒在工地上；办企业，他与
技术人员一起进行市场调查、组织
论证，搞试验、攻难关，为企业发展
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刘庄青年马云说：“我对刘
庄的信心就开始于那次建房。
那时我才七八岁，亲眼目睹了史
书记带领全村老少齐上阵，男劳
力垒墙，女劳力和泥，大孩子抹
墙缝，小孩子搬砖头。我当时
想，刘庄一定有奔头。”

现任刘庄党委书记史世领
感悟很深，他说：“心里有没有群
众，有没有群众观点，能不能奉
献、愿不愿实干是标志。老书记
连续 51 年工作、奋斗在农村基
层党支部的岗位上。他无私奉
献的崇高精神，永远是引领、激
励刘庄不断前进的宝贵财富。”

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梁周敏
说：“弘扬史来贺精神，筑牢党的群
众基础：树立了密切与群众的血肉
联系、筑牢党的群众基础的旗帜，
坚持让群众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
带来的实惠；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五十年如一日走
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这是他受
到群众拥戴的根本原因。”

几十年来，史来贺正是怀着
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
诚之心，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好事，办实
事。钟情群众是根本、置身于群
众是纽带、奉献于群众是标志
——这是史来贺给我们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的直接启示。
（原载《人民日报》9月28日7版）

昨日“以先锋模范为镜”栏目刊发
带领群众走向文明富裕

史来贺 不褪色的旗帜

史来贺（中）在村办的华星制药厂车间休息室内，与职工们交谈（2001年2月2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颂 图

一个人、一个村庄、1.5平方公里、50年。
从1952年开始担任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党支部书记，直到
2003年去世，史来贺把浓烈的情怀深深融入到改变家乡的实
践，把共产党的信念体现在深爱群众、带领群众创造幸福文明生
活的实践中…… 人民日报记者 龚金星 任胜利

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做出重要批示：“史来贺的事迹和精神很感人。在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可集中宣传一批各类党员干部正面典型人物，使大家学有榜样，行有示范。”
本报今日刊发《人民日报》通讯《史来贺 不褪色的旗帜》和《河南日报》“社长评论”《史来贺的“两件事”》。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重读史来贺的故事，依然感到那么亲切，带来的启示依然意味深长，历久弥新。全
市上下应以史来贺为榜样，心系群众，扎根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努力开创以航空港实验区为统揽的郑州都市区建设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