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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特刊

两会代表、委员建言献策话发展

政协委员王书芳说，报告中提到以提升

人民幸福指数为落脚点把民生事业作实，第

一点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对交警

队来说，事故少、路畅通、人平安是我们的中

心目标，我们很有决心也很有信心！

政协委员李文华说， 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我们将进一步加强电力方面的服务，加

快推进城乡电网建设，推进升级改造，努力实

现全年供电目标任务， 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政协委员杨晓忠说，报告中说，要以产

业集聚区为平台把工业规模做大，着力招商

引资推手。 我希望各位企业家、项目投资商

要加强联系，实现以商招商，为修武引来更

多的好项目大项目。

政协委员兰月升说， 报告很鼓舞人心，

希望政府能重视少数民族旅游、饮食等方面

的发展，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广

阔的空间。

政协委员叶军善说， 听完政府工作报

告，觉得政府对工业发展很重视，这次提出

以产业集聚区为平台把工业规模做大，是富

民强县的金钥匙，也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劲

动力。

人大代表李安平说， 报告对今后五年

的工作目标和

2012

年的工作任务的安排，我

感觉目标很明确，定位很准确。 当了这么多年的

人大代表， 我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力量为这些目

标和任务的实现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

人大代表苗杰说， 报告非常振奋人心，

尤其是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中 ， 要投资

8586

万元，加快新一中续建工程和新区中学建

设，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

的业务水平，为教育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人大代表焦海忠说

,

听了刘县长的工作

报告，深受鼓舞，振奋人心。 作为农村基层干

部，下一步就是把刘县长的政府工作报告学

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为修武的经济建设添

砖加瓦。

人大代表薛美丽说， 经济要发展，我

最关注刘县长这次安排的民生问题，我非

常满意。 城中村改造中如果遇到政府征

迁，我一定配合好政府工作。

人大代表张迎富说， 听了刘县长的工

作报告，非常振奋。 政府报告中，围绕纺织

等四大主导产业， 大力开展产业招商的发

展措施振奋人心， 今天接到政府通知我们

武源纺织办理爱心合作社手续，非常高兴。

漫话修武李姓

李姓是当代中国人口最多的姓氏，也是世界上人口最

多的姓氏。据统计，李姓人口总数已超过

1

个亿，占全国总

人口的

7.9%

。 在今日中国， 李姓人口在全国各地均有分

布，但相对主要集中在河南、四川、山东三省，这三个省的

李姓人口占全国李姓人口的

29%

。 在修武，李姓也为名列

前茅的人口大姓，全县李姓人口约

23000

多人，仅次于王

姓人口。

李姓起源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出自嬴姓，为颛顼帝

高阳氏的直系后裔。 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

陶，皋陶为尧帝的理官（相当于现在的法官），此后皋陶子

孙历三代世袭理官之职，因以官为氏，称理氏。商纣时有皋

陶后裔名理徵者，因忠言直谏而得罪了纣王，理姓家族将

有灭族之灾。在这种情况下，理徵有一个儿子叫利贞，便逃

至伊侯之墟避难。 因食李子充饥，才得以活命，遂改理为

李。另据《姓氏考略》记载，周之前未见有李氏，至春秋有老

子姓李，名耳，为利贞的后裔，因祖上世代为理官，理、李两

字古音相通，便也以李为氏。 二是出自他族改姓。 三国时，

诸葛亮平哀牢夷后，赐当地少数民族赵、张、杨、李等姓。另

在北魏时鲜卑贵族有复姓叱李氏，汉化后改为汉字单姓李

氏。三是出自他姓改姓。唐开国元勋有徐、安、杜、郭、麻、鲜

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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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因立功而被赐予国姓李姓。当代李姓多把老子

李耳奉为李姓始祖，因而李姓的祖根也多被认为在老子的

故乡———河南省鹿邑县。

最早在修武发展的李氏为赵郡系源的李厚德、李育德

兄弟。 据史料记载，李氏兄弟在修武经营多年，家财万贯，

童仆百人。 时值隋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 李氏兄弟为自

保，遂在修武招兵买马，固守县城，击退了各路盗贼。 他们

先是投靠李密，后又归顺李世民，在黄河以北与王世充的

势力形成对峙局面。 李厚德足智多谋，在身陷敌手的情况

下，鼓动群囚暴动，赶跑了王世充在殷州的守将段大师；李

育德骁勇善战，曾率领殷州部队猛攻王世充部将据守的河

内郡，攻陷兵堡

31

所。 至金末元初，修武田门里有李天佑

者任元军百户。在

1272

年宋元之间的襄阳战役中，李天佑

率领千余元兵横出江口，先用长矛勾断宋军联船之间的缆

绳，然后猛冲宋船，宋船失阵大乱，李天佑亲手斩杀宋兵百

余人。元朝建立后，李天佑升至武略将军，任荆湖北道屯田

总管。 他召募流亡，亲自督促人民开荒屯田，又兴修水利，

使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

经过元末战乱，修武十室九空，土地荒芜。 此后，有明

统治者为了以有余补不足，发山西百姓移民到河南、山东

等地。在修武，即有山西洪洞移民李江到保丰寨村定居，李

昌素到北霍村定居，李光贤到东水寨村定居，李凤池到前

高村定居；修武县葛寺之李姓和李村之李姓也是此时由山

西洪洞县迁来，惜其来修时的始祖姓名已经失考。此后，另

有武陟县李姓如李哲、李国洪、李明庆等迁入周流村、东常

村等村。期间，本县李姓也多有流动，如李庄村民李君迁居

圪料返村，范村村民李生荷迁居南延陵村等。据

1930

年民

国县志载，当时李姓人口已繁衍达

5000

多口人。

明代以后，修武县主要历史名人有：

李之焜，虽少习科举之学，但内心却对此道极为鄙夷，

因而仅考得秀才后不再习学。但他至性过人，豪爽侠义，乡

人无论谁有危难都要出手相助。明末，群盗飚起，李之焜召

集乡里子弟训以兵法，筑寨自保，盗贼到此多被擒获。地方

官王汉闻其名，召入府中予以剿贼重任。王汉死后，再次遁

隐乡里。其子李萼无子，李之焜为其买妾冯氏以续香火。入

家之时，见冯氏哭泣不止，因问其故。冯氏说：“我原来的公

婆爱我如女，如今丈夫已死，我如离去，则我年老的公婆就

没人奉养了。 ”李之焜感叹道：“这真是一个孝妇啊！ ”于是

即把冯氏重新遣回，原来的聘金也不再索要。

李雪三，原名李育林，王屯乡周流村人。

1927

年冬，以

第一名的成绩在开封考入冯玉祥举办的西北军官学校。毕

业后，在冯部中任排长，后被改编入国民党第

26

军。

1931

年

12

月，参加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年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

地的“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

北后，又参加了著名的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抗

战时期，他在八路军、新四军数支部队中任职，身经百战，

为反抗日寇侵略，扩大抗日武装，开辟和壮大抗日根据地

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他率部参加了辽沈、平

津、渡江等重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华南，战无不胜，攻

无不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重

要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于

1950

年

10

月率部首批入

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39

军政委、

志愿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志愿军后勤部副政委、政委等

职，他不仅指挥了许多战斗，而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

鲜战场建立“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立下了不朽的

功勋。

1952

年

1

月，李雪三作为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团长率

团归国，先后在国内作巡回报告

5000

多场次，广泛宣传志

愿军的英雄事迹，多次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5

年

9

月，被授予中将

军衔。

1956

年

10

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

1959

年庐山会议后， 他因为不愿违心说

话，开始受到政治上的排斥。 文革期间，他被邱会作划为

“彭黄漏网分子”，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

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复建工作。

1982

年

8

月，按大军区正职待遇离休。

1992

年

12

月病逝。中共中央

在他的讣告中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

李克道， 修武县西村乡圪料返人。

1942

年参加八路

军，

194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战勇敢，曾荣立一等功

一次，二等功和三等功各两次，三次被授予“战斗英雄”称

号。

1947

年在山西省霍县战斗中，他全身挂满手榴弹，肩

扛云梯，率先登城，吓破了敌胆。

1950

年，西北军政委员会

又授予他“人民功臣”光荣称号。

李渥然， 修武县葛庄乡李庄村人。 初中毕业后参军，

1966

年

2

月任某部连长后， 长期担负防空作战任务而转

战大西北。 他所带领的连队连续两年被评为“四好”连队，

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1971

年后，历任营长、

团长、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参谋长、主任、司令员等职。

1988

年

9

月被授予大校军衔。

王保成

贺县“两会”召开

付晓

阳光明媚春意浓，

盛况空前聚民声。

宏伟蓝图已描绘，

意气风发踏征程。

三十万人齐奋进，

只争朝夕勇攀登。

千年古县绽笑容，

百花娇艳绿满城。

一封信

制度刚健全， 秦小启上班就迟到了十

分钟。 按规定，一分钟应罚一块钱。 小启虽

说是个工人， 可他老子是新提升的县银行

行长。 搞企业离开金融界的支持简直就寸

步难行，这道理谁也明白。带班的班长意识

到小启非同一般工人， 于是把矛盾上交给

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又来请示我这个一厂

之长了。

我脑子里略一思索，决策立刻出来了，

对着难为情的车间主任说 ：“这个嘛 ，得

罚。”然后故意提高了嗓音，“没有规矩能成

方圆？ ”车间主任脸上一下子绽开了笑容，

他连连点头称道：“是太那个了。 ”我问他，

“小启在班上没有？ ”“刚下班。 ”“你去把他

叫来。 ”

车间主任从办公室里健步走了出去，

我望着他的背影哑然笑了笑。他还年轻，社

会经验不怎么丰富， 你当我会跟你们一样

见识吗？制度既然建立，我就要在众人面前

维护制度，尽管罚；到奖小启的时候不会重

一些？ 这有啥难的。

门开了。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瘦高的

年青人，他西装革履，情绪却消沉。 我先教

育了他几句， 接着压低声音谈了我那两全

其美的想法，末了问他，“你有啥也说说。 ”

“不管奖还是罚，反正我是不想在这里上班

了。”“你爸又给你找好工作了？”“县银行将

要招收一批人， 前半月我就给爸打罢招呼

了。 ”我不由仔细打量了他几眼，直到他迈

出办公室， 我的眼睛还一直在望着他仿佛

愈来愈高的背影。

带班班长进来了，他说：“厂长，别罚小

启了， 一则看他将要离厂， 二则念他是初

犯。 ”他的话音刚落，车间主任进来了，他

说：“厂长，小启日后用头大，那个事你再考

虑考虑合适。”总会计也来

了，他说：“厂长，小启不要

说迟到一次， 就是迟到十

次八次也不能罚， 这孩子

咋能和其他孩子相提并论。 现在厂里又没

钱了，资金又周转不过，这不找银行找谁？”

看来讲情的人还没个完， 这些话他们

能说我不能说，尽管我内心同意他们说的，

但在公开场合就得狠狠批评他们才对。 我

把脸一沉。说：“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照你们

说的，这厂还咋办？ 这个银行贷不出款，就

不会去那个银行？再说，小启的爸爸是在改

革中闯上去的，咱偏袒小启，说不定日后还

会落不是呢。 ”

通讯员进来了，他把一封信交给我，我

低头一看是从银行寄来的， 八成是说小启

离厂的事，我把信拆开，信纸上面写着：

杨厂长：

我知道你的工作繁忙，本不想打搅你，

但有一事需要给你说明。 行里要招收一批

名额有限的青年， 目的是照顾行里家庭困

难大的同志。我的家庭困难不大，轮不上沾

这个“光”。小启回家后给我闹了几次，我始

终没有答应他， 估计到小启在厂里不会安

心工作， 会违犯厂里的规章制度。 如有违

犯，你要严惩不贷，决不可看面子、请人情、

论关系。我身居行长要职，深知这种作法既

会阻碍改革步伐，又会毁坏小启的前途。我

希望我的孩子不要长于生活的温室里，而

要成长于改革的风浪中！

特此

弟———秦家贤

我把信交给总会计， 羞红着脸说：“你

们看看行长是咋说的。 ”

几个人知道了信的内容， 都笑着称赞

我：“还是厂长高见……”看着他们的笑，我

的心却比针扎还难受……

李怀忠

有

感

于

母

亲

的

唠

叨

草

儿

意气风发的女儿正和她的同学门聚会， 听着她们聊各自的大

学生活， 不禁使我这个八十年代的老中专生羡慕， 听着听着， 怎

么转移了话题， 你听

:

“俺妈呀， 真啰嗦！ 她一早上班走就走吧， 走了走了， 还不

放心， 又交代我， ‘你一定记着喂猪， 别忘了早点起来给你爸做

饭。’ 其实， 她就快说过八十遍了， 还不放心。”

“是的， 是的， 俺妈也这样。 每件事都要交代你好几遍， 临

了临了， 非再交代交代你不可。”

“哟！ 别说了， 俺妈更烦人！ 她好像就不知道我已经二十岁

了， 总像对小孩似的， 对我啥都不放心， 总是叮咛了再叮咛。”

……

听着她们的对话， 我陷入深深的沉思……

自己也年轻过， 也不止一次埋怨母亲， 背后议论母亲， 甚

至烦母亲， 直至母亲年老、 糊涂， 忘记了操心。 如今母亲去了，

我不敢涉及太多有关母亲的文字， 不愿回顾有关母亲的琐事， 因

为每每忆及， 便克制不住对母亲强烈的思念， 每每忆及， 才能真

正感悟， 世上最牵挂你的那个人是生你养你的

母亲。 母亲不在了， 再没有人唠叨了， 我的心

也空了。 在每一个母亲眼里， 最听话的孩子，

也总是让母亲操碎了心； 在每一个孩子眼里，

即使最不絮叨的母亲， 也总是唠叨的妈妈。

我忽然很有感悟， 要去讲给女儿和他的伙

伴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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