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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部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在洛阳日报刊登迁坟公告，
至今迁坟截止日期已到，项目
用地范围内大部分坟主已将坟
墓迁出。但仍有个别坟主因种
种原因未按时迁坟，为充分保
护坟主权益，现将迁坟时间延
长至 10 月 7 日，有关事项再次
公告如下：一、迁坟范围：盘龙
冢村春笋砖厂以北，盘龙路以
西，自然沟以东，所占村民组地
块范围内的坟主亲属将坟墓迁
出。二、迁坟时间：2013 年 10
月7日以前，请以上范围内的坟
主亲属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将
坟墓迁出，否则按无主坟墓进
行处置，请市民、村民相互转
告。三、请坟主随时到村委会
办理相关事宜。

联系电话：0379-63760360

迁坟公告

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印刷产业园项目指挥部

洛阳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公告
我局对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申请登记的下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经初步审定，现予公告。有异议者请将有关书面材料自公告之日起七日内送达

我局。逾期我局将按有关规定办理。
地址：洛阳市凯旋东路26号一楼西厅 电话：63303597 联系人：于海清 许江洪

序号

1

2

3

4

土地坐落

西工区凯旋路43号院3号楼

西工区凯旋路43号院4号楼

西工区凯旋路43号院19号、
23号楼

西工区凯旋路43号院31号
楼

四 至

东至：政协河南省洛阳市委员会家属楼；西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北至：凯旋东路。

东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西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北至：凯旋东路。

东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西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东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西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北至：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面积（㎡）

474.82

949.62

2637.08

887.89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

划拨

划拨

划拨

划拨

根据省工信厅要求，申请

注销、变更的担保公司须进行

公示。河南新农信投资担保

有限公司向我局提出申请，称

原有民间理财已全部兑付完

毕，拟变更公司名称和经营范

围。如有理财资金尚未兑付，

请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持相

关凭证向我局反映。若公告

期内无人反映，我局将按程序

批准其变更申请。

监督电话：66959336

公 告

洛阳市吉利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10 年，有多少光环也淡去了，人们却仍
在怀念他，一想起还言犹在耳。

10 年，有多少荣耀也消散了，百姓却仍
在念叨他，一提起就潸然泪下。

这位任职整整50年的村支书，从一个最
小的原点，抵达了一个最高的巅峰。

史来贺，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七里营镇
刘庄村原党委书记。他与雷锋、焦裕禄、王进
喜、钱学森并列，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誉为“在
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1979年，他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8
亿农民宣读了建设农业现代化的倡议书……
历史已铭记了他，这位新时代农民的先驱，这
位中国乡村的灵魂人物。

生前，他是一座丰碑，感召了几代人，成
为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的榜样。

死后，他是一颗星辰，照耀着千万人，留
下永垂不朽而意味深长的启示。

忠 魂
身不离农村，心不离群众，手不离劳动

一面红旗，在黄河北岸平原上飘扬半个
世纪。

1952 年 12 月，22 岁的全国民兵英雄史
来贺，当上刘庄村党支部书记。1957年，棉
花高产的刘庄，成为全国农村先进典型。史
来贺与刘庄，凝成了一个血肉整体。

史来贺的 50 年村支书生涯中，16 次进
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
见；当选中共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
当选三、五、六、七、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其中五、六、七、八届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并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领导
干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有重大贡献专家、
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全国植棉能手……直
至2003年4月23日，73岁平静谢世。

2009年4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视察
刘庄，握着现任村党委书记史世领的手说：“你
父亲的名字，我很熟悉，他的事迹我也很熟悉。
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老典型，不断地与时俱
进，使我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要研究怎么做
到的与时俱进。老支书的楷模作用，这次来
看一看，我也是慕名已久，了却心愿啊！”

在今年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做出重要批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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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跌宕递进之中，一面红旗50年不倒
是一个奇迹。史来贺青年时的起步，恰与新
中国起点重合，一路穿越土改、合作化、人民
公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曾与他齐
头并肩的一批全国农村知名典型，眼看着载
沉载浮，一时有人飞黄腾达，一时有人饮罪落
马，一时有人昙花一现……而他，成为一个善
始善终的典型。这在人们眼中成了一个谜。

其实，他是一个率性的中原汉子，素来光
头，身板壮实，眉目开朗，粗喉大嗓。头上的
白羊肚毛巾后来不系了，还是一身布衣，两脚
泥巴。他最喜欢的事，就是在夏秋下雨天，光
着脊梁在田野的大雨中呼啸扑腾。

一个人，一个村庄，1.5 平方公里，50
年——这完全是他的主动选择。

1953 年，上级就要调他去当国家干部，
派新乡县四区区委书记史广礼“三顾茅庐”。
大热天，他拉了两张苇席，俩人睡在打麦场上
一夜谈心，他说服了史广礼，留在了刘庄。

1957 年，他当上全国劳模，在北京受到
周总理接见。上级准备破格提拔他当新乡专
区农业局局长，他谢绝后留在刘庄。

1965 年，新乡地委下达任命，他进城当
了新乡县委副书记，还兼任刘庄大队支书。
不久“文革”动乱，他被打成“黑劳模”“走资
派”游街挨斗。1968 年 9 月一个深夜，他带
上行李骑自行车回了刘庄。

1977 年，他再次当选全国劳模，河南省

委任命他为新乡地委书记。地委第一、第二
书记登门做工作，他要求兼任刘庄大队支
书。上任后，平时在刘庄办公。直至转任新
乡市人大副主任，他还在刘庄……

他的人民观，与生俱来，是由苦大仇深的
出身决定的。

1930年7月25日，史来贺出生于一个贫
苦农家。他从小满眼都是苦难，父亲给地主
扛了30年长工，加上连年涝旱盐碱灾害，家
里穷得连盐都买不起。土匪抢劫留下黑条限
期交钱，全家哭天不应，把口粮、被子、棉袄都
卖了，那个饥寒年关就像《白毛女》中杨白劳家
的场景。他4岁时生对口疮，12岁时发高烧，
无钱医治两次差点夭亡。尤其1942年河南大
灾荒，刘庄死了60多口人，16家绝户，史家也
失去3位亲人。从小最亲他的堂哥快饿死了，
他恨不得把身上的肉割下来给堂哥吃，眼睁睁
看着堂哥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的妻子刘树珍，
父亲被日本人抓劳工砸死在煤窑里，全家外出
逃荒前，把16岁的她送到史家成亲，那年史来
贺才14岁，过早地长成了男子汉。他给富人
打长工、放牛羊，又到小冀镇赶集做小生意，
爷呀婶儿的喊着叫卖蔬果茶水；冬天拉粮车当
脚力，脚跟冻裂在雪地留下一路血迹……

所以，他的初衷充满痛感，他的追求带着
血痕，怀着一种强烈的抗争心理，为贫穷农民
求翻身，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他成了旧社会苦
难史的彻底颠覆者。

改革开放后，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当时他正年富力强，两个儿子世领、世会
也有才干，爷儿仨如拉出去单干，人脉本事足
以轻松致富，甚至有人预言会成为雄踞中原
的富翁……他却说：“个人富了，大多数人还
穷，吃饭不香，躺在床上也睡不好觉呀。集体
搞好了，群众富了，个人也就富在其中了。”

他多年养成习惯，每夜入睡前，都要对全
村 300 多户“过电影”。刘庄村民说：“在咱
村，是集体致富，不漏一家。全村谁家日子不
能过了，老史都过去拉一把。特别是对困难
户，格外看得重，恐怕他们过不好。”

他最牵挂的是病人、老人、孤儿寡母、残
疾人，连到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

“这些可怜人，平时谁理？撵在人家后头说话
人家都不想听呢，他们在刘庄有福了。”

这个刘庄的当家人，既像仰事侍奉的儿
子，也如俯身呵护的慈亲。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的力量，
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已经漠然置之。他们身在
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却已失去与民共处的
愿望和热情，失去与民相通的能力和本事。
宗旨誓词，只讲不做，在百姓面前轻民、鄙民、
欺民、惧民，与群众之间隔膜、棚架、鸿沟、壁
垒，以致出现官向官、民向民的对立。正如刘
庄村民说的：“对党对人民，那些上不沾天下
不挨地的官员，咋不官僚？咋不腐败？必然
的！”膨胀时可怕，空虚时可怜，像个气球一触
就破，不过区区半张皮。总之，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群众在你心里有多重，你在群众心里就
有多重；你心里没群众，群众心里也没你——
于无声处，雷霆万钧。

直到去世前，他最踏实最幸福的时光，是
在傍晚的下班路上。随处拣个马路牙子，脱
了布鞋往屁股下面一垫坐下，男女老少偎过
来，说说笑笑一片融洽。

史来贺是一本大书，章节各有精彩，但通
篇回荡一首主旋律：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
党永远的挂念。

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
党生命的源泉。

风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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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庄成了一座“孤岛”——分？还是不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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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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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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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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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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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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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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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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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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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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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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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设计请的是另一位工程师，老史在
家招待，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
酒过三巡，工程师提出，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
元，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

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急电从郑州工学
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还有村里送去进
修的6名学生。养兵千日，他赶鸭子上架，逼
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可这是一个高科技
生物医药大企业呀！他喝问儿子：“你们说
说能干不能干？”世领说：“咱试试，兴许差不
多……”他吼道：“你别差不多，投资400多万
元，搞砸了，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7名学子
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而正是老史这
一逼，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子弟兵”，使
刘庄企业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
自己手里。

二药一位朋友来看老史，老史问他：肌苷
与淀粉酶，哪个项目利润高、前景好？——就
这一问，利润高好几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成
了刘庄主打产品。

1986年，刘庄药厂正式命名为河南新乡
华星药厂，史世领当了第一任厂长。老史床
头放着对讲机，天天一睁眼就说药厂……

史来贺逝世后，刘庄又经历了一个10年
发展期。现已形成了以农业为基础、以高科
技产业为先导、配套发展、循环经济的新格
局。全村经济指标2008年达到最高点，销售
收入20多亿元，生物医药约占90%，上交税
金近2亿元。在近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
口、销售、利润下滑以后，刘庄更坚定了走科
技创新之路的决心。2012 年，刘庄 364 户

1795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
讲了50年发展，搞了50年发展，发展为

了什么？史来贺早就认定：发展靠人民，发展
为人民，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成就的荣光，
一定要让群众分享发展果实的甘甜。而且，
不要等到花儿都谢了，不要等到骨头都糟了，
要最及时地分享，要最充分地分享。

这里没有“房奴”“孩奴”，没有“蚁族”“蜗
居”。村民除了年薪和奖金，50多项公共福
利几乎覆盖了整个生活。免费分配米、面、
油、粉条、豆腐、瓜果，每天定时供应鲜奶，每
5 天分一次鲜肉；免费用水、理发、洗澡、看
戏、看电影。免费医疗，村民由集体出资参加
新农合，个人出资部分再予报销；还请县镇医
院带仪器到刘庄卫生所，每年2次为村民体
检。免费上学入托，村里投资2600万元建起
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七里营中学整
体迁入）为一体的现代化教育园区，并为教师
上浮工资。还免费办网络远程教育大专班、
中专班和专业培训班。

刘庄的农民，男 68 岁退休，女 60 岁退
休，享受补助以外，每年发退休金7800元，老
党员和65岁以上者发9000元。村老龄委每
年组织旅游，京沪津赣皖和延安西柏坡郑州
西安南京济南青岛泰山都去过。

光 芒
共产党的光芒，是每个党员、每个

党员干部发出的光的总和

史来贺曾说过：“《东方红》里唱：‘共产党
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的光芒，实
际上是每个党员、每个党员干部发出的光的
总和。党员都是发光体，群众都有趋光性。”

光芒，穿透了生死，超越了时限，遗泽绵
延，英名流传，他做到了。

那年，46 岁的他心肌梗塞，到省会郑州
治病时，外面谣传他死了，村里一位老人闻讯
病倒。他回村后看望老人，老人颤抖的双手
在他脸上身上抚摸着：“可得爱惜身子骨啊，
全村人靠你撑旗哩。”

一个人撑旗能撑多久？老史一定深谋远
虑。有次村干部会上谈到孩子，他问大家想
给孩子置下点什么？有说房子，有说汽车，他
说：我看，置这置那，不如给孩子置个好思想。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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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是路
上，刘庄的一条康庄大道还在延伸，理想还在
远方，为了长治久安，他不仅创下了一笔财
富，更留下了一代新人。

刘庄家大业大，老史这个一把手光管监
督，50年不批钱、不签单。

吃喝风在刘庄更刮不起来，无论哪级领
导来，村里家常饭就挺好。老史与外甥聊过：

“啥好啥不好？想吃啥啥好。你老舅从小到
大啥没吃过？从吃野菜树皮，到吃国宴，还是
白开水、热馍就炸辣椒最舒服……”

2003年，史来贺倒下了。
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史来贺不得不请假

了。春节刚过，他在村民大会上正讲3年规
划时，突然剧烈咳嗽，伴有发烧。家人好不容
易将他送进北京协和医院，他气得不准世领
进病房：“家里生产不让我管，把我弄到这儿
来干啥？”医生诊断，他的肺疾尚未深入膏肓，
但是身体严重透支，已经无法手术。

4 月初，转回新乡市中心医院。他在病
房又打电话又开会，反复讲刘庄3件大事：一
是到2005年，实现华星药厂青霉素原料药万
吨产量，刘庄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上交税金
达1亿元；二是建好400套村民别墅；三是刘
庄建成现代化农村还有一段路要走……对个
人家事，他却只字未提。直到体力衰竭，声音
微弱得要靠身边的村党委副书记刘名宣一句
一句转述，他还与村委会副主任通电话……

4月14日下午，史来贺突然休克，抢救一
个多小时不见好转。然而在返家路上，奇迹
出现了：刚入刘庄地界，一度骤停的心脏重新
跳动起来；快到家门口，心跳趋向正常……在
刘庄度过的最后10天，他把呼吸机的金属插
管咬得咯咯响，直至咬扁——他想说什么呢？

4月23日19时，意识清醒的他，头动了
动，竭力想张嘴睁眼。世领双手捧着他的头，
泪如雨下：“爸，你要交代的事我知道了，我一
件一件对你说……”他拼尽余力，听世领讲完
刘庄3件大事，几分钟后，就沉入了平生从未
有过的久久歇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从北京打来电
话，对史来贺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对亲
属表示诚挚慰问。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基层
单位送的800多个花圈，层层簇拥，淹没了礼
堂门前的广场，向着刘庄村魂，向着中国村
魂，致哀，致敬！

——追忆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原党委书记史来贺
《河南日报》记者 朱夏炎 王钢

20世纪90年代，史来贺同志在田间查看麦收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