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永在

本报评论员

一位

87

岁的老人，在清明节刚过的时候，安详地离开了

这个世界，却在无数人的心里，荡起了层层的涟漪。

西滑封村，因为他的存在，几十年来，在西陶镇，在武陟

县，在焦作市，在河南省，乃至全国，好评不断，声名远播。

全国首批“时代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是对他的褒

奖。 对西滑封村人来说，今天所享有的一切，都和他密不可

分， 他们早已习惯把西滑封的兴衰荣辱和他的名字紧密相

连，把自己的进退得失和他的名字紧密相连。

王在富，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原党支部书记，一生奔

波劳碌，一生进取奉献，

4

月

12

日，永远地定格在西滑封村

的发展史册上，永远地铭刻在父老乡亲的心灵最深处。

人们景仰他，忘不了他咬定发展不放松、小车不倒只管

推、一心一意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创业精神。 他始终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

务，咬定发展不放松，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艰苦创业，带领全

村群众走上了共同致富的道路。

人们景仰他，忘不了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群众谋利益的高尚品格。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以对人民群众极度

热爱的赤诚之心和突出业绩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

在人民群众中树起了共产党人为民造福的巍巍丰碑。

人们景仰他，忘不了他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淡泊名利，

严于律己，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纯洁性的政治本色。他始终

牢记为民务实清廉，严于律己，不居功自傲，坚决反对消极腐

败现象，坚决反对“四风”，努力做到克己奉公，遵纪守法，廉

洁勤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行动，为党的形象增光添彩。

王在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面对他，每个人都可以

有自己的思考———

作为机关干部，可以体会王在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公仆情怀，勤奋敬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淡泊名利、甘于

奉献的高尚品格，增强宗旨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

象，依法从政，清正廉洁，不断提高为基层、为群众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作为社区干部，可以体会王在富扎根基层干事业、尽心

竭力带领群众共同富裕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为居民服务

的本领，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生活便利、治安良好、人际关系

和谐的温馨家园；

作为企业干部，可以体会王在富知难而进、锐意进取，始

终保持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生产

和管理本领，促进企业健康快速发展；

作为农村干部，可以体会王在富不畏艰难、实干兴业、与

时俱进、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公益事

业，努力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争当致富带富

的领路人、乡风文明的倡导人、农民群众的贴心人；

作为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 可以体会王在富立足岗位、

脚踏实地、默默耕耘的敬业精神，加强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

争创一流业绩。

王在富是一面镜子。 面对王在富，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

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 认真对

照，深刻剖析，净化灵魂，提升境界，凝聚建设经济转型示范

市和美丽焦作的强大精神力量，做出一番无愧时代、无愧人

民的实实在在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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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坤到瑞庆公司

联系点调研指导

本报讯 （记者张蕊） 昨日下

午，市委书记孙立坤到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瑞庆汽车

发动机技术有限公司调研指导，征

求企业党员职工的意见建议，帮助

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

困难。 副市长乔学达，焦作市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主任郑秋红陪同调研。

孙立坤在同企业职工座谈时

强调，开展教育实践活动要坚持开

门搞活动，不搞形式、注重实效，以

活动促发展 、促和谐 ，做到 “两不

误、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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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在富。 王天定 摄

———追记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在富

本报记者 王爱军 杨仕智

一个人， 一座村， 一部耸立在中原大地上的 “乡村都市”

的不朽传奇。

50

多年来，他凭着敢为人先的闯劲、甘当重任的干劲、忘我

牺牲的拼劲，带领全村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自

力更生，艰苦创业，把一个穷得叮当响的“糠包村”变成了闻名全

省、全国的小康村、文明村，村民们住上了

16

层高的公寓楼，享

受中央空调四季如春的舒适环境，过上了“乡村都市”的新生活。

50

多年来，他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忠实履行共产党人

的职责，用无声的行动诠释了党的先进性的丰富内涵；他以崇高

的思想境界和突出的工作业绩， 为我国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树立

了榜样。他被中央和省、市、县委等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甲等劳模”“省优秀农民企业家”“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焦作人物”“武陟县经济建设功臣” 等荣誉称

号，被选树为全国党员先进性教育“时代先锋”

6

个典型人物之

一。

今年

4

月

12

日

12

时

50

分， 这位农民的先行者静静地为

他

87

岁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但是， 他的名字将被世人

永远铭记： 王在富， 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村原党

支部书记。

“不让老少爷们儿都富起来， 我死不瞑

目。”

王在富想致富、 盼致富， 连做梦都在想， 他用毕生的心血

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一头毛驴三条腿， 一眼机井没有水， 一亩不打半石粮，

一年糠菜难顾嘴。” 在当地老年人中至今还能背诵出来的歌谣，

诉说了位于黄河岸边的西滑封村当年群众悲惨的生活。 王在富

童年时， 西滑封村穷， 他家比一般家户更穷， 饥饿相继夺走了

父亲、 哥哥、 姐姐的性命， 只留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母子两

人， 地无一垄， 房无一间， 白天讨饭， 晚上住祠堂苦度日月。

可以说， 王在富是靠吃百家饭长大的。 他暗自下定决心， 等自

己有能耐了， 一定要改变西滑封村贫穷落后的面貌， 让老少爷

们儿都富起来。

1959

年，

31

岁的王在富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 那

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村里实在太穷了， “清早糠， 晌午

汤， 傍晚稀饭照月光， 长年缺盐吃淡饭， 家家户户闹饥荒”，

是当时西滑封村贫困状况的真实写照。 这一年冬天格外寒冷，

许多人为求生纷纷外出逃荒。 王在富听说一位村干部也要到新

疆逃荒， 便找到他家。 这位干部的母亲抚摸着儿子骨瘦如柴的

身子说： “在富呀， 让他走吧， 俺家总得留条根吧？” 王在富

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瞬时眼眶湿润了。 他动情地说： “干部

要都逃走了， 留下这老少爷们儿该咋过？ 还要咱这共产党员干

啥？” 这位干部终于留下来了。 王在富暗暗发誓： “从今天起，

我王在富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让全村人吃饱饭。 不改变西滑

封的面貌， 不让老少爷们儿都富起来， 我死不瞑目。” 为了能

让全村人吃饱饭， 王在富带领党员群众利用废弃的边角地开垦

种植了

70

亩耐旱涝的怀山药， 节骨眼上正是这些山药救了全

村人的命。

1960

年春天， 为了让乡亲们彻底摆脱饥饿， 王在富琢磨

着必须在改良土壤上做文章。 他针对村里几百亩 “湿了是泥

蛋、 干了是铁蛋、不干不湿是肉蛋”的胶泥地在种植粮食上的弊

端，想出了改良土壤、增加产量的法子。 他和大伙儿一起肩挑车

拉，从沁河滩运了

3000

多立方米沙土，把几百亩土地翻了二尺

多深，终于改良成了两合土。后来，为确保村里的耕地旱涝保收，

王在富又带领大家打了

12

眼水井。 为了科学种田，王在富带领

7

名村干部，骑着自行车，往返上千里，到河北邯郸学习作物套

种经验。 回来后，他们进行麦垄套种棉花试验，大大提高了单位

面积效益。改良了土壤，兴修了水利，推广了先进耕作技术，困扰

西滑封人多年的吃饭问题终于得到了有效解决。

无农不稳， 无工不富。 解决了群众吃饭问题， 王在富又开

始琢磨工副业生产来。 面对一无资源优势、 二无区位优势的实

际情况， 他顶着巨大压力， 响亮地提出了 “苦熬不如苦干， 苦

干不如巧干， 巧干不如科学干” 的口号，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本

村的实际， 确立了 “以工养农、 兴工富农” 的发展思路。

在探索乡镇企业发展的道路上， 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 既

有物质条件的限制， 又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但王在富始终不

畏难， 不退缩， 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艰苦创业， 为西滑封村事

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0

年年初， 他把村里的几棵

树变卖了

300

元， 几个干部又凑些钱， 共筹

700

元， 因陋就简

搭起了

8

间草房， 办了个小型鸡作坊。 他三顾博爱县清化城，

苦口婆心， 把本村的能人一一请回， 又开了能做辣椒酱、 咸萝

卜条和酱油醋的酱菜厂。 小鸡孵出来了， 王在富带领村干部和

销售员， 跑新乡、 闯运城卖小鸡， 一春天赚了

3

万多元。 他们

拿出

2.1

万元买回

30

头耕牛， 这是西滑封村最初最大的一笔

集体财富， 也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西滑封人初步尝到了兴工

富农的甜头， 他们兴工富村的信心更足、 热情更高、 干劲更大

了。 王在富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 他因势利导， 乘势而上， 带

领干部群众相继办起了弹棉花、 轧花、 磨面、 榨油、 砖瓦窑等

工副业。

创业是艰难的， 艰难的关口总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那是

1963

年夏天， 快到种牛膝的时候了， 村里急需饼

肥， 但村油坊的一名工人说： “在富哥， 真弄不成， 油坊里头

太热， 等凉快时再干吧。” 王在富没答话， 第二天就到油坊上

工， 穿个小布衫、 裤头， 抡起了

20

公斤重的大油锤， 这一干

就是半个月。 油坊的人谁也没有再叫苦叫累， 种牛膝的饼肥源

源不断地送到了地头。

1959

年后的

10

年间， 西滑封村靠作坊式的工副业， 积攒

了

6

万元。 这是西滑封村的原始积累。

1969

年冬， 王在富去

郑州推销辣椒酱时， 听说办纸厂能挣钱， 就步行上百里， 到密

县考察。 回来后， 他感觉到这是一个不愁资源、 不愁销路的好

项目， 很有发展前途。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伙儿， 随后又

派几个人到密县去学习。 不知怎的， 这件事让某些领导知道

了 ， 他们批评王在富 “有钱心 ， 没粮

(

良

)

心 ”。 那时还在

“文革” 期间， 他们派出工作组驻村搞监督， 把王在富带头搞

工业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斗， 多次对他进行殴打。 有一

天， 一伙 “造反派” 把他弄到公社， 批斗、 殴打一顿， 他的头

也被打烂了， 鲜血直流。 他老伴一边为他捂伤口， 一边哽咽着

说： “咱这是图啥呀？ 为了集体， 你人瘦了， 累病了； 为了集

体， 你孩子顾不上照顾， 我有病顾不上看医生， 落下了慢性胃

病； 为了集体， 你苦了亲朋好友， 难道就是为了挨斗、 挨打？

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咱不能干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未

到伤心处。 王在富这个铮铮铁汉， 在天大的困难面前都没有哼

过一声， 而此时此刻他禁不住失声痛哭。 他反复思忖： 自己带

领群众大干苦干， 脱贫致富， 有啥错儿？ 千方百计壮大集体经

济， 建设新农村，何罪之有？一连串的问号使王在富百思不得其

解。 这时，西滑封村的群众闻讯后自发赶到王在富家里，恳求他

道：“王书记，你不能歇呀！ 咱村的发展离不开你，西滑封的老少

爷们儿更离不开你啊！”群众的信任，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又鼓

起了王在富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勇气。他白天挨斗，晚上带领大家

偷偷干。没钱买锅炉，他和群众就改用地锅蒸麦秸；买不起烘缸，

就买来铁皮自己加工；打浆机、网笼改用木制，找本村的木匠做。

就这样， 土法上马， 王在富带领大家仅用

6

万元就建成了别人

用

15

万元才能建成的纸厂。

1970

年年初， 纸厂终于投产了。

这之后， 西滑封村在王再富的带领下， 又先后建起了面粉厂等

企业， 全村企业达到

13

家。

创业难，守业更难，再创业是难上加难。

1994

年，王在富经

过深思熟虑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了谋求西滑封村更大的

发展，主动让贤，辞去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在党支部会上，他语重

心长地说：“西滑封村发展到现在确实不容易， 可是如果想谋求

更大的发展，不重用高层次的人才不行。 我年纪大了，确实感到

力不从心了，市场经济需要有文化、懂科技的人才，不让年轻人

往前站，就会耽误西滑封村的事业

!

”他向组织极力推荐了从村

里走出来的部队正团职转业干部、 焦作市制革厂党委副书记王

孝江和武陟县土地局局长王学峰。王在富多次上门动员，请王孝

江回村接替自己的党支部书记职务， 请王学峰回村担任黄河集

团公司总经理。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王在富主动

从村党支部书记岗位上退下来， 以博大的胸怀和令人敬仰的高

风亮节，成功地完成了西滑封村党支部的第一次新老交替。在以

后的整整

10

年里，王在富时时处处支持王孝江和王学峰放手工

作，为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呕心沥血，甘当党委和集团公司董事

会成员的坚强后盾。他的无私和大度，给王孝江和王学峰一班人

壮了胆，鼓了劲，加了压，也树立了干事创业的表率。这一届班子

不负众望，上项目，搞改革，带领西滑封村集体经济实现了一个

又一个新跨越，被西滑封人称为“黄金十年”。

“不跟风， 不盲从， 实事求是， 与时俱

进， 西滑封的发展才能永不停步、 永不落后。”

在黄河集团办公楼前， 有一座黄河船夫的雕像： 在浪花飞

溅的黄河激流中， 一位健壮艄公手握长橹， 力拨狂澜， 眉宇间

凝聚着无畏和豪迈。 有人说， 这是西滑封人敢于创新、 与时俱

进的象征； 有人说， 这是老书记勇立潮头、 把稳航向的生动写

照； 也有人说， 这寓意着王书记带领乡亲们搏击风浪四十载、

一路高歌到今朝的宝贵实践。

王在富在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不平凡岁月里， 不论顺风逆

水， 不论激流险滩， 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在每一个

重要关口， 在每一件事关发展和群众利益的大事面前， 他都爱

用 “实事求是” 这把尺子量量： 一切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出发， 一切从维护和发展百姓利益出发。 他说： “不跟风，

不盲从，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西滑封的发展才能永不停步、

永不落后。”

1978

年

12

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是一个划时

代的会议。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农村的一场大变革， 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遍地燎原， 广大农民分田到户 “大包干”。 包干到户，

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 对于经历了 “浮夸风” “共产风” 和

“文革风暴” 的中国农村来说， 就像大旱遇甘露， 对解放农村

生产力、 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农民温饱问题意义重大。 在

全国一片 “大包干” 的欢呼声中， 无数目光在盯着西滑封村的

土地分不分。 艰难的抉择考验着王在富的智慧和胆量， 他又一

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在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 的 “放卫星” 年代， 王在

富冒着反社会主义的风险， 把不让全村一个人饿死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 他说： “这大事， 那大事， 让群众填饱肚子不死人是

天大的事。” 他带领党员干部把

70

亩怀山药从地里挖出来， 偷

偷分给群众拌树叶、 树皮和野菜充饥； 他组织人把 “玉米裤”

碾碎当 “淀粉” 送给群众熬糊涂吃； 他率领大队干部到黄河滩

割水红芽草， 扛回来碾碎取淀粉给群众煮熟吃。 这期间， 西滑

封村除两位

70

多岁老人正常死亡外， 无一人因饥饿而亡。

在 “宁要社会主义草， 不要资本主义苗” 的 “割尾巴” 年

代， 王在富顶着巨大的压力， 带领群众因陋就简建起了鸡作

坊， 买鸡蛋、 孵小鸡， 孵出小鸡又换鸡蛋， 一年孵小鸡二三万

只， 增加了不少收入。 他四处筹钱办起了酱醋作坊， 酱油和醋

做成后， 王在富和村干部挑着担子到附近村子叫卖， 一年赚了

1000

多元。 他带领群众用木料自制轧棉花机、 弹棉花机， 办

起了榨油坊， 用棉籽榨油， 棉饼作肥料肥田， 后来又轧豆油、

芝麻油， 用豆饼、 芝麻饼上地。

1963

年， 村里买了发电机，

为农户照明和浇地供电。

1965

年， 村里又办起了一个小型面

粉加工厂、 一个手工酒厂。 这种以手工作业为主的传统作坊式

工副业， 为西滑封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活力， 农民群众也得到了

实惠。

1965

年， 西滑封村粮食亩产达到

500

公斤， 人均收入

70

元， 分别比

1959

年增长

34%

和

38%

。

1966

年

5

月，“文革”狂飙突起，王在富被扣上了“只低头拉

车，不抬头看路”的罪名，成了“走资派”的典型。 他白天挨批斗，

戴帽子游街；晚上带领干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

产。 一天晚上，王在富在批斗会上被打得鼻青脸肿，当他托着疲

惫的身子一走到村口，等候在这里的乡亲们一拥而上，帮他拍去

身上的灰土、擦去脸上的血迹劝他说：“好汉不吃眼前亏，避避风

头再说吧。”他说：“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改变贫穷面貌，我带领大伙奔富路没有错。西滑封村党支部不能

瘫痪， 更不能停产闹革命。”

1966

年年底， 天寒地冻， 王在富

穿一件破棉袄， 腰系半根牵牛绳， 带领群众拉着平车到

30

公

里外的武陟县城和詹店火车站拉水泥井管和沙子、 石子， 打井

修渠， 一冬一春， 打了

12

眼机井， 使村里

400

多亩土地变成

了旱涝保收田。 （下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