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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骤雨中永不褪色的旗帜
——记“土改第一村”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

新华社记者

小说《暴风骤雨》中元茂屯的原

型、被称为全国“土改第一村”的黑龙

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30 多年来

在党总支书记张宝金的带领下，闯出

一条致富路，走上了生活富足、充满希

望的金光大道。张宝金和乡亲们共同

奋斗，把当年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改造

成为一个文明富裕的“亿元村”,靠的

就是敢试、敢闯、勇于开拓、永不服输

的精神，他以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公

仆情怀，为党旗增了光、添了彩。

张宝金刚刚当选总支书记的时

候，元宝村还处于“种地靠贷款、吃粮

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困境。他看准

了脱贫致富必须兴办工业，拿出自家

全部积蓄给村里办企业，“炒豆大家

吃，砸锅就一人；干好了算大家的，干

不好先赔党员干部的。”这位农民企业

家、致富带头人，用自己 30 多年的心

血和精力为乡亲们圆了富裕梦。在他

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

的人生观、权力观、事业观，看到了当

官不摆谱、民情不忘怀、奋斗一辈子、

奉献一辈子的赤子之心。

昔日“光腚村”的贫穷已经成为历

史，放眼未来，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美好图景正在元宝村徐徐展开。张宝

金的事迹也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离不开像他这样勇于为群众利

益坚守一辈子的带头人。只要坚持科

学的发展思路、正确发展的方向，做好

产业发展规划，并且充分调动人的积

极性，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

带领农民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

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文明富

裕之路。

为群众利益坚守一辈子
本报评论员

教 育 公 平 是 社 会 公 平 的 基 石
——曾几何时，这曾经是中国百姓
耳熟能详的认知。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人为本
执政理念指引下，让每个孩子“上
得起学”的愿景已然实现，教育公
平不断迈出重大步伐。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按照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的重大战略部
署，一系列促进教育公平的举措正
在深化，为每个孩子找到适合的教
育、让每个学生“上好学”的希望
已不再遥远。

让每个孩子沐浴在公共财政阳光下
2011 年 10 月，国务院决定启

动 农 村 义 务 教 育 学 生 营 养 改 善 计
划，中央财政每年安排 160 多亿元
专项资金，为 680 个国家试点县的
2600 多万农村义务教育学生提供每
天 3元钱的营养膳食补助。

共和国的历史铭记着义务教育
迈向公平的每一个脚印：

2006 年，通过建立中央和地方
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国家对西部农村

地 区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生 免 除 学 杂
费，还补助学校公用经费、免费提
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建
立了改造维修校舍长效机制。

2007 年春，“免杂费、免书本
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惠
民政策，推广到中东部地区 40 万所
农村中小学的近 1.5亿名学生。

2008 年 春 ， 我 国 在 北 京 、 天
津 、 上 海 等 16 个 省 区 市 和 5 个 计
划单列市进行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
杂费试点。同年秋，免除城市义务
教 育 阶 段 学 杂 费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实
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
覆盖全国城乡 1.6 亿名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

让每个孩子找到家门口的好学校
许多到过山西省晋中市的人都

惊 叹 ， 全 市 没 有 一 个 班 级 超 班 容
量，没有一个公办学校收取一分钱
择校费。“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已
成为广大家长的共识。

教 育 公 平 的 内 涵 正 在 不 断 深
化 ， 针 对 热 点 难 点 的 改 革 稳 步 推
进。在北京，学区内的强校、弱校
携手合作正在拓展；在上海，新优

质学校项目正在挖掘名不见经传学
校的特色和潜力⋯⋯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高洪
说，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择校
问题，但是全社会都在努力推进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 让 好 的 学 校 更
多、让近的学校更好。

让每个孩子都有更加优秀的老师
成都市青白江区的红旗中学位

于城乡接合部，过去校舍破、师资
弱、学风差。经过标准化建设后，
交由区内一所优质学校“领办”。校
长何克贵说：“过去每年开学都招不
到人，现在学位名额还不够用呢！”

得益于“校管校用”变“县管
校用”的教师管理机制，成都全市
正在形成教师流动的良性机制，许
多住在山区的孩子都享受到了质量
更高、理念更新的教育。

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数十亿
元，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
师特设岗位计划、农村学校教育硕
士师资培养计划、师范生免费教育
等，吸引优秀高校毕业生到偏远地
区和中西部任教。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让每个孩子找到适合的教育
—— 我 国 大 力 推 进 教 育 公 平

新华社记者 吴 晶 叶建平 凌军辉

张宝金（右）和村民一起在放线给田埂取直（5月 23日摄）。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如果不是小说《暴风骤雨》，元宝村只是一
个默默无闻的东北村落。

如果没有老支书张宝金，元宝人的日子也
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

如果？历史从来不相信如果。它总是以看
似偶然的发生，告诉你实属必然的结果。

一面引领发展的旗帜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
土地，对元宝人更有着特殊意义。
66 年前，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让

无数像小说中“赵光腚”一样的穷苦人分到土
地，当家做了主人。然而，后来被“归了大堆儿”
的土地失去了往日的生机，连撒欢儿拉套的骡
马也变得无精打采。一年干下来，200 公斤的
亩产和人均 8 分钱的工值，使祖祖辈辈和土地
打交道的元宝人心里沉甸甸的。

1977年，时任村四队队长的张宝金站在南
大排田埂上对全队村民说：“再这样‘大轰隆’
下去，不行！”

他吩咐大伙干两件事：一是合理密植，科
学施肥；二是包活到人，落实生产责任。“每个
劳力包几垄地，谁头遍铲不完，二遍继续干，春
天由谁播种，秋天还由谁去收。”

当金黄黄、沉甸甸的玉米堆满了场院，四
队打粮单产过千斤，上交粮食比其他六个队的
总和还多，年底分红人均工值从 8 分钱增加到
2 元钱时，全村上下不由得对这位从山东闯关

东来的裁缝匠刮目相看。
1980 年，张宝金成为元宝村党支部书记。

在土地承包改革的暴风骤雨中，他带领着元宝
人开始了脱贫致富的新征程。

1983 年 6 月 10 日，张宝金把全村党员召
集在村部，把自己的想法端了出来：咱村是土
改第一村。那时，群众跟党走是能让耕者有其
田，如今，咱要带领群众致富，就得响应上级号
召搞村办企业，以工富农。

办砖窑、造木器、做筷子、搞铅笔，从大兴
安岭到大连，从国内到俄罗斯，元宝人一步一
跨越，企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梦想，在奋斗中实现。如今，元宝村已有 38
家各类企业，全村年产值达 3.3 亿元，村民 90%
的收入来自工业，人均纯收入 1.82 万元，高于
全省 1万多元。

元宝村富了。
可张宝金又有了新的打算。
他对村干部们说：“老百姓满足了，当干部

的可不能满足。啥事都等老百姓想到了你才去
干，党的先进性咋体现？咱要想不被落下，就要
从科学发展中找出路，不仅要考虑眼前，更要
考虑长远，为子孙后代着想。”

元宝村，因“元宝顶”而得名。但由于
持续过度开垦，植被受到破坏。每年大雨裹
挟着泥沙呼啸而下，不但冲跑了庄稼，连山
路也被冲垮。

看着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张宝金下定决

心：退耕还林。
十年树木，渐已成材。瞧着一棵棵枝繁叶

茂的林木，张宝金笑逐颜开。他侧过身歪着头
对记者比划道：“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树林都
是一条直线。”

站在元宝顶上万亩人工林里，眼前绿树成
行，耳畔松涛阵阵。100 多万棵树像整齐列队
的士兵，接受着老支书的检阅。

一面执政为民的旗帜
多年来，老支书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

是，召集村“两委”开晨会。时间：夏天 5点，冬天
6点。

村部办公室的灯光就像启明星，迎来元宝
村一个又一个新的黎明。

从土坯房到砖瓦房再到四层楼房，村委会
地点一变再变，但开晨会的制度始终未变，30
多年如一日，不分节假日。

走在村里平坦整洁的路上，电影《暴风骤
雨》中赶大车的老孙头被地主家马车溅了一身
泥的场景，不由地闪现在记者眼前。

“要说咱村从前的路，那真叫埋汰！赶上场
大雨，穿上靴子都能被灌满。”

要修路，钱又成了问题。
虽说由集体和村民共同集资的决定已经

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但真到要掏钱的时候，村
民们还真有些犹豫。

还是老办法，村干部带头把钱垫上，先把
路修起来。

看着溜光的水泥道从自家门前经过，没交
钱的村民自感不好意思，纷纷跑到村委会补交
集资款。

张宝金说：“你拿什么心对群众，就能换回
群众拿什么心待你。只要你做的是好事，即使
群众当时不理解，慢慢也会理解。”

在村民看来，张宝金身上集中体现着《暴
风骤雨》中村干部赵玉林、郭全海的影子：分地
主浮财时，明明是“一等一级”的赵玉林却主动
把自己降为“三等三级”；郭全海更是“自己的
事，他马马虎虎，全屯的事，他就想着是他个人
的事一样”。

不足 10 平方米的房间，一张双人床就占
了近一半。张宝金和老伴杜兴荣如今就挤在这
间老村部的传达室里。“当年办厂那会儿，老支
书腾出了自家院子，把园子里栽培多年的红树
莓、果树都刨了，还把自己小舅子的房子也扒
了，一般人谁能做得到啊！”村民陈广仁说话语
气中带着由衷的敬佩。

张宝金懂得，农民要致富，一要增收，二要减
负。于是他在2003年之前多次提出，能不能每年

拿出几十万元替农民代缴提留款和农业税？
交“皇粮国税”实行了几千年，咱这样干会

不会有风险？有的村干部提醒道。
张宝金经过反复掂量，决定悄悄地干。
2006年，国家正式取消农业税。
不是张宝金能掐会算、有先见之明，而是

他心中只有百姓，敢于实事求是。
张宝金的汽车后备箱里，总是放着铁锹、

镰刀等农具，碰上农活随时停车下地就干。天
长日久，农具把汽车内饰都磨坏了，司机心疼
汽车偷偷把农具藏起来。

老支书急了：“小汽车不是用来享受的，和
铁锹一样就是个干活的工具。咱农民啥时候也
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

村支委王广海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大高
个，红脸膛，走路一溜烟，干活一阵风，人送绰
号：“王大干”，是全村公认的劳动能手。可他说
起张宝金来却自愧不如：“每次春耕压坝（修
堤），水里还带着冰碴儿，老支书一准儿带头下
田，掂着锹是锹，镐是镐，那是真干啊。他为咱
元宝村付出得太多、太多！”

村主任施永平以前在工厂开车。“那时每
天只干 8小时。现在跟着老支书干，从天没亮一
直干到夜晚没个完”。

有人劝老支书：休息一天又能咋样？
张宝金回答很简单：休息一天就耽误一天

发展。
年逾古稀的张宝金身材瘦小，从小就体弱

多病。如今，高血压、心脏病等又缠上了他，装
满多种药片的小瓶子只好随身带。可他偏不服
软：“干啥都要有个心劲儿。咱从小下雪时就不
愿意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一定要走到前面。”

在老支书看来，党员干部就应当像《暴风
骤雨》中的郭全海那样，像松木片做成的“明
子”把整个屯子都点起来，照亮全村的致富之
路、发展之路、幸福之路。

志不移，情不改，心不变。——这就是张宝
金的无悔选择和人生书写。

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帜
“张宝金”，“张宝金”，“张宝金”⋯⋯
随着唱票人的宣读，村部院子黑板上，张

宝金名字下的“正”字越来越多：50，100，150，
200⋯⋯

当工作人员宣布选举结果时，热烈的掌声
随之响起。

这掌声，是群众的口碑，是真心的拥戴，也
是殷切的期盼。

早在 2002 年村委会换届时，张宝金因年
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提出不再兼任村主任，可

村民们就是不答应。
大伙的心态矛盾复杂。他们既盼着老支书

一直干下去，但也心疼怕把老爷子累坏了，毕
竟已经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

“看着老支书这么累，俺们可心疼着呢。但
元宝村没有老支书可不行啊！”

村出纳于俊玲的话，说出了元宝人的共同
心声。

为劝说老支书继续干，除了出国的，在外
办企业、打工的村民都赶回来。唱票时，院子里
挤满了人，谁都不走，要亲眼见证张宝金当选
才放心。

老支书对父老乡亲充满了感情，他也同样
感受到大伙对他的厚爱。

1995 年，张宝金因公外出发生车祸，断了
6 根肋骨，脸上缝了几十针。苏醒后的他躺在病
床上，心里却惦记着村筷子厂的生产，脸上的
线没拆就急着出院。

车到村口，鞭炮响起来了，锣鼓敲起来了，
乡亲们围上来了，老支书的眼泪也掉下来了。

在元宝人心目中，老支书是一个有本事的
能人，也是一个有爱心的好人。他把党的政策
落实到家家户户，也把党的温暖传递到父老乡
亲的心坎。

民意如山——党的根基，来自于人民群众。
民心似水——党的存亡，取决于人心向背。
作为土改第一村，元宝村在 2005 年建起

“暴风骤雨”纪念馆。那翻天覆地的历史场景，
被定格成一座座雕像、一件件实物和一张张照
片，化作无言的诉说，记载着光荣，启迪着今
天，激励着后人。

就像《暴风骤雨》中的郭全海“碎身八块地
要跟着共产党走”一样，如今，在张宝金带领下，
元宝村的党员干部就像颗粒饱满、生命力顽强
的种子一样，“一籽下地”换来“万籽归仓”。

百川入海，天下归心。
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成为越来越多元宝人

的郑重选择。今年 35 岁的施国艳，是《暴风骤
雨》中“赵光腚”原型的重孙媳妇。她在入党申
请书中写道：“我决心加入党组织，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为广大人民服务⋯⋯”

美好的梦想，在黄泥河日夜流淌。
无限的希望，在黑土地不断生长。
每逢过年，元宝人总要以自编自演的节

目，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
这是一段“三句半”台词：

“管理民主真正妙，村民代表有一套，广大
群众都说好：党——领——导。”

台下掌声响起，暴风骤雨般经久不息⋯⋯
（据新华社哈尔滨 6月 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