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

9

时

30

分在河南国金

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

豫

HB8970

奥迪

A6

汽车壹辆。

2.

豫

HBH838

本田思域汽车壹辆。

3.

东方红牌

ZL50D-II

型号装载机壹辆。

4.

温县黄河路东段原信用社门房产壹间。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3

年

10

月

14

日

16

时前缴纳保证金肆万元整并持

有效证件到河南国金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手续 （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竞买不中者，保证金于拍卖会后

3

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展示时间：

2013

年

10

月

11

日

~2013

年

10

月

12

日

开户行：焦作市商业银行山阳城支行

账号：

714020109000028179

咨询报名电话：（

0391

）

3936888 15839155555

工商监督电话：

(0391)2758577

拍卖公司地址：焦作市人民路中段

890

号

河南国金拍卖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27

日

距第一届中国豫北（焦作）

汽车博览会还有

3

天

时间：10月1日至3日 地址：中站区许衡广场

不跟风，有主见，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的一场大革命来临，

七里营诞生的口号“人民公社好”谢幕，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遍地燎原， 广大农民分田到户 “大包

干”的欢呼声中，无数目光盯着刘庄，盯着史来贺。

各级领导一拨一拨地来， 分明是在敦促、劝

告、担忧。 按照当时思维定势，谁不分地就是对抗

中央，一时谣言四起：“史来贺挨批评了”，“史来贺

调出刘庄了”……老史的手不时按在左胸，正是心

肌梗塞最忌复发的关口。

刘庄又成一座“孤岛”———分？ 还是不分？

打顺风旗易，迎顶头风难，他被推到风口浪尖

已不是第一次了。

1956

年，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风，区里将

8

个

村

30

多个初级社合并为夏庄高级社，提名他当社

长。 他却弃大求小，坚持刘庄“一村一社”。 刘庄高

级社与夏庄高级社同日举行成立大会， 但区里拒

不承认“黑社”，不准参加会议，不予传达文件。 这

时又遭寒灾、涝灾、虫灾，粮棉收成锐减大半，村里

有人要去逃荒了。 老史什么法子都想了，带领群众

大种白菜蔓菁红萝卜，又成立铁木小组、豆腐坊，

组织烧砖瓦、到黄河滩割草、到火车站装卸、串乡

做小买卖，当年副业收入

1.7

万元，可买近

20

万斤

口粮，还给群众

4

次分红。 这时传来了毛主席的声

音：中国农村情况复杂，从目前来看，一村一社比

较好。 勉强凑集的夏庄高级社一年就解体，刘庄保

住了羽翼未丰的集体经济。

1961

年，农村推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

生产大队核算退为生产队核算。 周围村庄扩大自

留地，分养牲畜，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老史却弃小

求大，坚持以大队为基础。 他向在七里营公社蹲点

的谭震林副总理汇报：“刘庄干部有个习惯， 无论

啥事，都爱用‘刘庄实际’这把尺子量量。 ”刘庄就

这么大，居住集中，大队有凝聚力，为了利于发展

生产， 不必人为拆分几个核算单位， 还是不退为

好。 上级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后，把刘庄作为“不

退”典型上报中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文革”狂飙突起，连郑州、焦作、新乡的红卫

兵都到刘庄“点火”，村里造反派贴老史的大字报，

因他在全国民兵群英会上获得过中央军委奖励的

一支半自动步枪，还诬他“藏黑枪”。 老史力挽狂

澜，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刘庄绝不能乱，今后写大

字报的，自己买纸买笔；外出串联的，生产队不记

工分、不给盘缠。 ”正值批判“唯生产力论”时，他被

革出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之列， 刘庄却于此时

拉开了集体企业的序幕。

1976

年初， 周总理逝

世， 在 “四人帮” 的政治高压之下， 老史召集村

里干部和党员、 团员， 在苹果园开了一个秘密会

议。 他说：“遇事要有主心骨，不能听风就是雨，咱

们还是一心搞发展。 ”并宣布动工盖集体新村。 十

年浩劫过后， 世道人心处处废墟， 刘庄却抖落尘

埃，呈现出日新月异的独特景观……

然而这一次“大包干”，非比以往，非同寻常。

天大的压力之下，是最艰难的一次抉择，最严峻的

一场考验。

生龙活虎本是史来贺的生命常态。 新乡解放

前夕，战事正紧，

18

岁的他担任刘庄民兵队长，为

豫北战役中的解放军抬担架、送粮草，追剿化装逃

窜的新乡大土匪卫老启； 担任夏庄乡民兵联防队

长后，智擒藏身芦苇荡的伪副区长恶霸刘荣堂。 到

了建设时期，他又是刘庄第一个互助组长、第一个

合作社长、第一个高级社长，担任村支书后更是意

气风发……

现在，他沉默了。

灯下，一个农民在一间村舍沉思。 多少风险多

少重荷，多少精髓多少真谛，史来贺深沉稳健的一

面，尽在夜色里，尽在不言中。 长期失眠的他，一次

吃

4

片安眠药都不顶用。 村民们说，一年

365

夜，

俺们全村都睡了，只有老史成夜成夜不睡，为俺们

操心。 连小孩子都记得村子东北角那一孔夜夜独

明的灯窗———这一幅“静夜思”，是史来贺人生中

最经典的画面，是刘庄进程中最关键的图示。 觉悟

觉悟，田野上“觉”，村舍里“悟”。 坐乡下而观天下，

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 以丰富的社会经验

洞幽烛微。 他深知，刘庄这面红旗，不进则退，退则

必倒，因此他的所有参悟，都是为了与时俱进，使

刘庄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此时的刘庄， 已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水利

化， 突破了单一农业格局 ， 工林牧副占总收入

70%

，三分之二以上劳力转移到了二、三产业，集体

实力雄厚，机械化程度高，管理能力和技术能力较

强， 村民收入稳步增长 ， 出现了阔步前进的势

头———刘庄分不分？

全村

300

多户出现

3

种声音，“不分”占

75%

，

“两可”占

20%

，“分”占

5%

。 想分的人，有的认为凭

本事单干会过得更好， 有的指望拆分集体自己一

夜变成万元户。

第二次讨论的群众大会上， 老史从台上站起

来，竟然把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整整一大段话，

烂熟于心的

200

多字，一口气背了出来！ ……既然

红头文件都说了，“应从实际需要和实际情况出

发，允许有多种经营形式、多种劳动组织、多种计

酬办法同时存在”，“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

切”，村里大多数人坚持的“不分”更占上风。 但老

史不搞“少数服从多数”，他到想分的人家走访摸

底做工作。 最终，除了

2

户决意出去单干，刘庄上

下形成共识———不分。

刘庄历史上，每一次特立独行，都是一次强刺

激，都激发出了新一轮的强大内在动力。 干部群众

憋着一股劲，决心展现出集体致富的优越性。

1980

年，刘庄成为河南省第一个“小康村”。

1981

年

8

月，胡耀邦总书记视察刘庄，对史来

贺说：单靠抓农业，

100

年也富不起来。 你找到了

一种好形式。 你们先进单位就要先走一步。

1982

年，刘庄农工商联合社成立，分为农业、

园林、畜牧、工副、商业、农机、建筑

7

个专业

36

个

承包单位，实行综合经营、专业生产、分工协作、奖

罚联产的集体专业联产承包责任制。

2

个单干户

后来又回到了集体。

21

年后，史来贺去世，捧出了

2002

年那最后

一本账：

355

户

1616

人的刘庄， 固定资产近

10

亿

元，总产值

8.8

亿元，上缴税金

4500

万元，人均实

际分配

1

万元，户均存款

20

万元。 村民享受

20

多

项公共福利，上学、看病、养老费用由集体承担，并

在兴建别墅新村。 农业实现机械化、水利化，粮食

亩产稳居千斤以上。除

19

名劳力在农场经营

1050

亩耕地，其余劳力从事二、三产业。 全村初步实现

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经济市场化、农民知

识化、生活城市化。

而且，刘庄“一村帮带

13

村”，把周边新乡县、

修武县、原阳县

13

个贫困线以下的村庄，也带入

中等水平甚至先进行列。

1991

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刘庄，感

慨道：说句心里话，社会主义好，刘庄是有说服力的。

1989

年，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视察刘庄，激动

地说：我今年

80

岁了，就是要看到农村人的这一天！

1990

年，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刘庄，题词：发

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

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刘庄“堪称依靠集体、

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典型”……

“不倒翁”“擦边球”———也有人会这样说。 从

这种比喻里，涉世未深者看到的是“术”，是技巧；

阅历丰富者看到的是“道”，是信仰。

实事求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刘庄道路的

长期探索中， 史来贺在正确把握大方向上功力日

深，不论顺风逆水，不论激流险滩，始终处理好“三

个关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与本村实际的关系，对

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关系，有主心骨与不断创

新的关系……在刘庄退休人员党支部会上，老党员

们含泪相问：“

50

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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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

50

年的村支书，怀着渊渟岳峙一般的道

路自信，有主见，有风骨，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尤

其在重大关头把稳航向，使盲目的“一刀切”总在

刘庄切不下去，集体经济避开分崩离析、功亏一篑

之弊，免去折腾，未伤元气，有恒产，有恒心，在每

个时代节骨眼上都绽放异彩， 不负重托， 不负众

望，终使一面全国农村先进典型的红旗，在阔步行

进的平衡中乘风不倒。

这是他最让人惊诧之处、最令人敬佩之处、最

给人启迪之处。

这是他最大的功力所在、最大的定力所在、最

大的魅力所在。

因此，他也被人称为“农民政治家”。

史来贺是一个善始之人，人生成名早，志向定

型早，事业开创早。 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善终

之功。 一生践行党的宗旨，从无怀疑和犹豫，从未

动摇和偏离，所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毕生奋斗

终成正果。

他的成功说来简单，就是坚持“两个一”：一切

从刘庄的实际出发， 一切从维护和发展刘庄百姓

的利益出发。

刮“浮夸风”时，“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公社压任务，要放小麦亩产

15

万斤的“卫星”。 刘

庄会计算算，

15

万斤麦子装麻袋， 在一亩地里能

结结实实码两层。 老史顺势说，亩产

15

万斤的话，

全村人种

3

亩就够吃了。 于是仅种

3

亩“卫星田”，

大田仍按原计划种植。 结果，“卫星田”连麦种都没

打够，靠大田才稳产。

刮“共产风”时，公社对生产大队“一平二调”，

把小麦玉米拉走了，把够檩条的树刨走了。 老史详

细记下来，拉走什么粮、多少斤，刨走几棵树 、多

高、多粗等等，都要求来人开具了收据。 不久，中央

通知退赔平调物资。 许多大队空口无凭干吃哑巴

亏，刘庄却出示收据，领回折合退赔款

7.2

万元。

人们佩服老史长了“前后眼”，他说：“啥眼！ 这是把

全村父老乡亲的利益拴在肋巴骨上 ， 一动就心

疼。 ”

1960

年，大跃进办大食堂的恶果显现出来，周

围村庄里，许多社员因营养不良而浮肿，甚至饿死

了人。刘庄却留下了一段愉快的“黑色幽默”。群众

一致要求老史兼任大食堂司务长，“只要他不死，

咱村人谁也不会饿死！ ”粮食不够副食补，仅红萝

卜就种了

70

多万斤， 又用棉籽饼、 玉米芯自制

淀粉

10

多万斤，还做豆腐、粉条和养猪。 群众顿顿

都能吃饱， 每周还有肉吃， 全村连一例浮肿都没

出现……

1961

年春天根据中央精神，大食堂解散，

可刘庄人竟有

70%

以上投票不愿解散大食堂……

刘庄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口， 老史还是一位杰

出的“乡村演说家”。

那年土改，翻身农民分田分地，可一些穷人怕

变天不敢要。 年轻的史来贺跳上高台，拿着大喇叭

带头“倒苦水”。 老年人至今记得他的话：“天地，天

地，天和地总是相连的。 咱们翻身了，天都是穷人

的天了，为啥还不敢要地？ ”他历数村里穷户那些

惨死的亲人、悲伤的往事，讲得台下一片哭声，打

开了局面。

那年平整土地，有人担心平到猴年马月。 他在

动员大会上说：“地再赖是死的，人是活的，平好一

洼是一洼，治好一坡是一坡。 一年不行五年，五年

不行十年，咱这辈子不行，还有子子孙孙！ ”讲得人

心大振，士气高昂。

那年寒、涝、虫重灾齐袭，在生产自救大会上，

他对打算外出逃荒的人说：“集体也像一家人过日

子，总不能天天都有财神爷守着，都有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护着。 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天塌下来咱们当

被子盖，绝不会让新社会的刘庄饿死一个人！ ”讲

得台上台下一起掉泪，人心安定下来。

那年丰收在望， 他在群众大会上说： 麦熟一

晌，要开镰了，村里每人每天发一两鲜肉，自家煮

点鸡蛋。 又补一句：“不能光叫儿子吃啊，让媳妇也

吃个鸡蛋。 ”他宣布先放一天假，让媳妇们回娘家

看看娘 ， 家里男人再去娘家把她们接回来……

“咦，俺媳妇们可真高贵死了！ ”全村妇女欢天喜

地，割麦子比男人还飞快。

他去世前一年多，一份

5000

字的《史来贺书

记对刘庄调查研讨的谈话》发给了全体村民讨论。

他依然一团火似的，把刘庄的未来端到群众面前，

掰开揉碎地讲，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讲假如变成

非集体经济将会出现的问题， 讲刘庄还要走集体

致富道路。 并从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别、选好

接班人、内部机制改革、竞争上岗、家庭再分配等

方面，提出了一套按劳按效取酬、合理差别、共同

富裕的发展方案……

俗语说，“话说三遍如凉水”， 但同样的大道

理，老史每次都能讲得像刚出锅一样新鲜滚烫。 他

的演说亲切家常，充满辩证法，洋溢泥土气，衣食

住行随口道来，一直讲到人的心坎里。 所以，刘庄

一千多人的群众大会，通知不过半小时就坐齐了。

有时晚开几天，村民还催促“该开会了”。 年轻人李

博说，记得小时候，常见大人们去开群众大会，一

路上热热闹闹，赶着去听老支书讲话，大伙儿拍巴

掌拍得可响了，像看电影听戏一样开心……

小村庄的马列主义，诠释得风生水起，群众信

了；小村庄的群众路线，发挥得淋漓尽致，群众服

了———

50

年已入大化之境，炉火纯青。

史来贺坚持了整整一生的道路自信，说到底，

是对群众觉悟的自信，是对人民力量的自信。 所以

他笃定地说：“不要光看上级的、一时的评价，要看

群众的、历史的评价。 ”

果然，群众在响应他，历史在呼应他。 一个显

著例证，就是在他的家乡出现了全国罕见的“新乡

现象”。 在一个地级市里，以史来贺为首，形成了一

个全国和全省重大先进典型的密集群体， 涌现了

一批“史来贺式”的农村党委、党支部书记———吴

金印、刘志华、裴春亮、范海涛、张荣锁、耿瑞先、许

福卿……史来贺

1990

年

10

月

22

日在 《人民日

报》发表的文章《怎样当好农村党支部书记》，更成

为全国一代村支书的生动教材。

一个原点上的无限坚持， 一个原点上的极限

飞跃，史来贺以

50

年的跨度、广度、深度、高度，让

人们懂得，当一个村支书多么不简单！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

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

史来贺奋斗

50

年，刘庄奏响三部曲：

60

年代末，实现粮棉双高产，成为全国最早

一批解决温饱的先进村；

80

年代初，依靠集体工副业，成为农村“中原

首富”；

进入

21

世纪，以生物药业为龙头，稳居全国

农村前列。

“集体空，没人听；群众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

路。 ”然而刘庄的这条路上，一颗汗珠摔八瓣儿，是

一般人吃不了的苦。

第一仗平整土地，一平平了

20

年。

“方圆十里乡，最穷数刘庄。 ”刘庄地处黄河故

道，

4

条

3

米多深的河沟，

5

个大坑塘，

1900

多亩土

地碎成了

700

多块，沙土掺胶泥，全是“耷拉头、仄

楞坡、盐碱洼、蛤蟆窝”。

1953

年，史来贺组织平整

土地攻坚队，带领

400

多名劳力，举着红旗开上第

一线。 他光膀子把几百斤重的小车推得像飞一样，

有次发着疟疾还昏倒在工地上……刘庄人苦战

20

年，凭着铁锨荆筐独轮车，把

700

多块赖地平整

成了

4

大块方方正正的丰产田。 所以当地人说：

“想吃啥去陈庄，想出力去刘庄。 ”外村闺女多年不

敢嫁刘庄，先是怕穷苦，后是怕艰苦。

第二仗钻研棉花，一蹲蹲了

8

年。

1957

年周总理的嘱托，让史来贺“总觉得背后

有个大巴掌在推着”。 他当植棉科研组长，抱着被

褥住进试验田的小屋，一蹲

8

年，成了“棉痴”。 老

辈子种棉行距“放下孩儿 、搁下篮儿 ”，每亩不超

2000

株，他与父亲这个庄稼老把式打擂获胜，推广

科学亩植

5000

株左右。 并制服了“棉花癌症”枯萎

病、棉蚜虫和脱铃、疯长。 而且成功育种“刘庄

1

号”“刘庄

2

号”，高产抗病的“刘庄

3

号”又在豫鲁

鄂浙大面积推广。

1970

年，阿尔巴尼亚棉花考察团

第一个从国外前来参观。 老史的论文《科学种田连

年高产》在《植物学报》发表，他被中国科学院聘为

特邀研究员，被中国农业科学院邀请做学术报告，

成为全国农学会会员、全国棉花学会常务理事、河

南省棉花学会副理事长。

1984

年为了棉田洒药治

虫，刘庄

3

万多元购买一架蜜蜂

3

号超轻型飞机，

更成新闻热点。

第三仗兴修水利，苦战

2

年。

1964

年起，老史带领

100

多名壮劳力，起早贪

黑从百里以外的太行山下拉石子。 村里打了

7

眼

大口径机井，架设高低压线路

550

米，修建桥梁、

涵闸、退水坡

7

座，铺设地下管道

1000

多米，

37

条

暗渠总长

13000

米， 形成井河双灌，

95%

以上耕地

稳产保收。

1968

年建自来水塔。

1969

年盖大礼堂……

但是，“高产穷队”的危机也出现了。 高产再高

产，已超吨粮双百斤棉，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

高，经济出现负增长，十几年里，人均分配每年平

均只增加

1

元

3

角钱———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

死？

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那段时间，老史

老爱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除了麦子玉

米棉花， 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母兔母羊母牛母

驴都算上了。

“要想日子富，工商林牧副。 ”

1964

年，新乡百

泉农专处理奶牛， 一头大奶牛上千元， 老史只掏

90

元牵回了

3

头小奶牛。 村里人来看稀罕：“这是

牛啊还是羊啊？夜里可看好喽，别让老鼠拉走了。 ”

老史哈哈笑道：“有小不愁大。 ”

1967

年，老史派人

到泌阳，

3000

元赶回

6

头大母驴， 便宜没好货，有

人编顺口溜：“提起泌阳驴，笑破人肚皮，六驴七只

眼，还有个前栽蹄。 ”老史又派人到伊犁，买了

27

匹新疆马，

26

母

1

公，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

庄， 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你们是从非洲赶马回

来的？ ”……到

70

年代中期，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

20

多匹，

100

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又衍生了

奶粉厂、冰糕厂、乳品加工厂；同时磨面机 、轧棉

机、榨油机响声此起彼伏，集体新村也已动工，全

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

刘庄的动静，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 对棘手

的史来贺，曾“调虎离山 ”，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

记、某区区委书记，他不去；又婉言劝退：“老史啊，

年纪不小了，下来让年轻人干吧。 ”老史反问：“我

才

40

多岁，咋就年纪大了？ ”来人威胁：“你是全国

著名农业劳模、植棉能手，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

花上，你不怕砸了牌子、坏了名声？ ”老史回答：“牌

子、名声不值钱，一个共产党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

益，才最值得！ ”

刘庄的工业，是吹喇叭吹出来的。

1974

年冬天，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向老

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 村里

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

械厂， 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

史世领， 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

课程和机械、制图等知识。 老史

父子和工人把坏喇叭大卸八

块，

3

天

3

夜鼓捣响了。 砸喇叭

碗儿时，却焊接、冲压、冷轧、热

轧都不满意， 老史提议改为两

次冲压，成了！ 改进的产品定名

CF

—

66

型双音排气喇叭，可到

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 村办

小厂吃了闭门羹。 老史到省里

开会， 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

大会会场上。 这一招真灵，不少

人验货下单 ，

20

多个省市的采

购员纷至沓来。 农家大院里，万能外圆磨床、万能

升降台铣床、 精密滚齿机、 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

鸣。

机械厂像只母鸡，又孵出了面粉厂、造纸厂、

电瓶厂、棉油加工厂、缝纫厂、砖窑厂，加上牧林渔

业， 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 还有

4

辆解放牌汽

车、

2

部三轮摩托车、

8

部拖拉机、

10

部柴油机、

150

部电动机 、

11

部小麦收割机 、

1

部小麦播种机等

等。

1980

年全面丰收，粮食亩产

1675

斤，皮棉亩产

222

斤，全村总产值

205

万元，工副业占

66%

。

然而，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

80

年代，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统统成了小打小闹。

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

,

这一群农民坐不住了，钻天

拱地，左冲右突，一阵盲目乱撞。

养奶牛，经济效益不高；

养马，马驹因溶血病成活率低；

养鸡，鸡群互相叨得没毛儿，派去管理的村委

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 出鸡瘟时，怕老史知

道，死一只往大烟囱里扔一只，扔了满满一烟囱。

上腐竹厂，生产方式落后，否决；

上啤酒厂，到汴京啤酒厂考察，难抢市场，否

决；

上食品厂，冰淇淋、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但

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低档产品不赚钱，停止；

上纤维板厂，买回主机，备足原料，到附近李

台村、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

垛一垛堆成了山，停止；

上化工厂， 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 技术不过

关，停产；

上造纸分厂，“农村姓猴儿的多， 你干啥我学

啥”，村村都有造纸厂，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

控，下马；

上高级卫生纸厂，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花

40

多万元建厂，出口却突然受阻，只得转产包装纸

保本。 卫生纸分给村民，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

老史过去样样在行：抬头看天，预言灵验；隔

皮挑瓜，个个包甜；干活也爱示范，从耩麦子到使

牲口， 从装车到挖河， 直至建厂办企业……群众认

定，老史说啥情跟着走了，没错儿。这时起了怨言：“搞

搞这，搞搞那，弄弄停停，拿钱往火里扔哩？ ”

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 就是在这

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可以放开胆子做梦，而且亲

手梦想成真。 沧海转瞬桑田，大手一挥，

1900

多亩

耕地变得平平展展； 大手一挥， 千亩棉田堆起座

座银山； 大手一挥， 水渠纵横织遍田野； 大手一

挥， 集体新村拔地而起； 大手一挥， 农林牧副人

欢马叫……但现在，他的手挥不动了，梦境超出了

一个农民的传统疆域……

1984

年，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鼓励“刘

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

鼓舞”。 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老史啊，你

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要办，就办大企业，小企

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 ”

老史心中豁然开朗，反思过往，面向未来，从

此为刘庄经济腾飞“定盘子”：一切重新开始，想高

的，干大的，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村办企业办

成现代化大企业！

恰于此时，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

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为

二药生产药品“中间体”，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

时，生物医药工程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 二

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 是江苏无锡微

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镛。 但钱工的住址，只

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不知门牌号，仅记得门口有

根电线杆。

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 与

2

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 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

线杆挨门打听。 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下

午重来， 终于在一根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

里的钱家。 钱工一听却摆手：这事农村干不了，干

不了！

返回后，老史说：“你们再去请。 ”

钱工千里迢迢，一进刘庄眼就亮了：“想不到，

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 绝不次于苏南一些

先进村，了不起！ ”他和老史一见倾心，一同创建淀

粉酶厂。 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工

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老史派

12

名尖子去培

训。 又派人到无锡、南京、天津，学的也是菌种、化

验、发酵、提取、精制等技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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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源乡：功夫下到就不难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禁烧难， 禁烧难， 功夫下到就不

难。 ”

9

月

26

日，修武县五里源乡党委书

记崔世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秋

季禁烧真经就是两个字：抓实

!

今年该乡种植玉米

5

万亩， 秋收目

标很明确：全乡不烧一把火，青贮秸秆

2

万亩， 确保颗粒归仓和适时种足种好小

麦。 为实现这个目标，该乡连出实招。

抓宣传入脑入心。 记者在该乡采访

时看到，田间、地头、村边、路旁，禁烧的

标语、横幅、彩旗铺天盖地。乡干部说，全

乡挂横幅

680

幅、插彩旗

400

面、贴标语

350

条，

22

个村都设有固定宣传点，小广

播从

6

时到

22

时不间断宣传禁烧政策，

每天还有

2

辆宣传车在辖区巡回宣传禁

烧知识。群众说：“高压态势作用真不小，

这阵势谁都不敢烧。 ”

多措并举抓青贮、还田。 今秋，该乡

机耕作业面积达到

100%

，收获机、还田

机、拖拉机，各种机具一应俱全。 乡里充

分利用伊赛公司肉牛饲养场青贮秸秆的

机会，鼓励农民把秸秆卖给饲养场，规定

每卖一吨，乡里补助

10

元钱。

自始至终抓清理。 玉米苞叶是禁烧

的最大隐患， 该乡一方面组织人力把玉

米苞叶运到新乡市辉县市宝山电厂变废

为宝；另一方面把散落在路边、村头的零

星苞叶集中起来，挖坑掩埋，确保日产日

清。 该乡明确提出，三秋不结束，玉米苞

叶清理不放松。

狠抓人员到岗到位。 该乡共有乡、

村、组禁烧队员

300

多名，从

7

时

30

分

到

21

时， 一刻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巡逻、

服务、督导禁烧和三秋生产，实行乡班子

成员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全天候

在岗、禁烧队员包地块制度，每一块地都

有责任人。

处罚到位，不留情面。该乡领导反复

强调，哪个村出现烧秸秆现象，不仅经济

处罚

1

万元， 还要对责任人采取从诫勉

谈话到免职等组织处理方式， 使谁都不

敢触碰“高压线”。

功夫下到就不难。目前，该乡实现了

“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烟”的目标。

郇封镇：禁出好处一串串

本报记者 杨仕智

“禁烧使郇封人尝到了甜头，禁出了

耕作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

收入的增加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

9

月

26

日， 修武县郇封镇党委书记秦征对记者

说。

郇封镇是修武农业大镇， 也是禁烧

老大难镇。 该镇玉米种植面积

7．2

万亩，

占全县玉米播种面积的三分之一多，全

镇有

38

个村，与新乡市获嘉县、武陟县

的交界线长度为

20

多公里，点多、线长、

面积大，要做到“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

烟”实属不易。

思路一变天地宽。 今年秋季，该镇高

点定位， 从转变耕作方式、 调整产业结

构、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的高度

来认识秸秆禁烧工作。

光穗出地是改变传统耕作方式的最

大亮点。 今年秋收，该镇大力推广光穗收

获新技术， 将秸秆、 苞叶全部处理在田

间，光穗出地，省工、省力、省时、省钱、增

收、

100%

还田肥地。 目前，该镇采用此项

技术已收获玉米

4

万亩。 为推广光穗收

获新技术，该镇出台两项奖励措施：农户

使用光穗收获新技术每收获

1

亩玉米，

镇政府补贴

10

元钱。 对使用光穗收获新

技术的村， 若光穗出地亩数占全村玉米

种植总亩数的

100%

，镇政府按每亩

1

元

钱奖励村委会； 若光穗出地亩数占全村

玉米种植总亩数的

90%

， 镇政府按每亩

0.9

元钱奖励村委会。

今年秋季， 该镇借三秋生产的大好

时机，积极调整产业和种植结构，新规划

了南柳、万箱铺、王里长屯等

7

个高产整

体推进村 ，大力推广焦麦

266

、矮抗

58

、

周麦

22

等优良品种。 在鼓励支持饲养业

发展方面， 该镇为辖区内

3

个养牛场青

贮秸秆

1.2

万吨，减轻了禁烧压力。 利用

三秋腾茬之机，该镇加大土地流转力度，

郇封、庞屯、葛庄、西常村等村先后流转

土地

3000

余亩，全镇土地流转面积达到

3.1

万亩， 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另外，占地

300

亩的汽车零配件、占地近

500

亩的春光空调等项目土地预留工作

已经完成。

禁烧使农民增收。 今年，该镇农民使

用玉米光穗收获机

32

台，光穗出地亩数

4

万亩， 预计农民可得到补贴款

40

多万

元， 各村村委会可得到补贴款

16

万元。

该镇一位负责人表示， 争取明年秋季玉

米光穗出地率达到

80%

，

2015

年光穗出

地率达到

100%

。

截至目前， 该镇玉米收获工作已精

彩结束，玉米苞叶已基本清理完毕，全镇

未发生一起

焚烧秸秆事

件。

风

骨

风

骨

（上接昨日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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