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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三次踏上海雀的大地。

每次走进海雀，我都试着为这些问题

找寻答案：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文朝荣，让

他一生对海雀的发展念念不忘、矢志不

渝？又是什么让文朝荣在这个少数民族村

寨中有如此高的威信？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面对饥荒，文

朝荣四次推让乡里给的救济粮指标，为的

是“共产党不会饿死人”的承诺，为的是

让乡亲们都能填饱肚子。

其子文正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上世

纪 90 年代，组织推荐文朝荣出任科技副

乡长。经过一夜思考后，文朝荣拒绝了组

织的推荐，给家人留下了一句话：“我走

了，海雀怎么办？”

文朝荣同志的心胸之“大”，容纳了

整个海雀；心胸之“小”，除了海雀，再

也容不下其他。他穷尽一生地为群众真心

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

做好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最美基层干部

的为民情怀。

文朝荣的力量源于理想信念和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源于一颗为群

众解忧难、谋福祉的心。正如群众对文朝

荣的评价那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愚公移山、改变面貌、造福子孙”，他满

怀心忧父老、造福桑梓的真情，心里始终

装着群众，把群众的需求举过头顶，把乡

亲们的幸福作为毕生的追求，用崇高信仰

照亮前进之路。力量来源于此，威信同样

也来源于此。

走进位于海雀村委会的文朝荣事迹

陈 列 馆 ， 翻 阅 文 朝 荣 遗 留 下 来 的 笔 记

本，抚摸老支书穿过的蓑衣，在一幅幅

照片面前，让我从内心深处更加敬佩这

位 为 海 雀 脱 贫 致 富 操 劳 一 生 的 彝 族

汉子。

在海雀采访期间，我专程前往文朝

荣的坟前看看。彝族没有立碑的习俗，

但文朝荣却用自己的一生，在海雀大地

上、在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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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访 海 雀 忆 朝 荣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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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朝荣（彝族），生前曾担任贵

州省赫章县海雀村党支部书记、名誉

书记。几十年来，他不向困难低头，

不向贫困折腰，带领群众向荒山要绿

地，推广良种良法，把全村1.3万亩

荒山从风沙四起的“和尚坡”变成万

亩林海，把“苦甲天下”的少数民族

贫困村带上林茂粮丰的致富路。从党

支部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坚持义务

巡山护林近20年。他去世后，被中

央组织部、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省

毕节市委追授为“优秀共产党员”，

其关于群众工作的方法在贵州全省范

围得到推广。

1月10日，《经济日报》记者再次走进贵
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河镇苗族彝族乡海雀村。
冬日的村庄，别有一番韵味，恬然宁静。老
支书文朝荣当年带领群众种下的华山松苗，
如今已蔚然成林，迎着瑞雪，愈见挺拔。

记者不禁想起 2012 年 5 月下旬第一次

见到文朝荣的情景。当日，细雨蒙蒙，微
微 透 着 寒 意 。 文 朝 荣 身 着 一 件 褐 色 中 山
装，略微显大，皮肤黝黑，精神矍铄。在
村委会的会议室里，他激情飞扬地给我们
讲当年带领群众奋战 3 个冬春，植树造林
的故事。

文朝荣生前曾长时间担任海雀村党支部
书记，在其带领下，海雀村 1.3 万亩荒山从
风沙四起的“和尚坡”变成了万亩林海，群
众由温饱不足实现了衣食无忧。2014年2月
11 日，为海雀村脱贫致富操劳一生的文朝
荣，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2岁。

海雀村地处黔西北高原滇黔交界处，海
拔 2300多米，山寒水冷，地瘠民贫，是贵州扶
贫开发一类重点村。

海雀，由彝语“候确”音译而来，意为“湖
水灌注”。据村里的老人讲，该村历史上有 3
个山塘。由于生态破坏严重，到 1982 年文
朝荣出任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时，山塘已无处
可觅。留下的只有揪心的穷山恶水，以及连
年水打沙壅的生态灾变，“海拔二千三，收
入三十三。山上光秃秃，地上矮矬挫”。

年过半百的村民王永刚说，当时村里的
大小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和尚坡”，晴天微
风一起就尘土飞扬，“石头越长越高，土地
越种越薄”。800 多人的村庄，耕地多达
1.68万亩，“能种的地方几乎都种了”。

广种薄收，群众缺粮的状况不仅没有改
善，反而越来越糟。“每到年关，就有群众
开始缺粮，到四五月份，已有农户断炊，只

能以野菜、马铃薯叶果腹。”海雀村党支部
名誉书记王学芳说，尽管政府发放了救济
粮，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海雀的未来得靠自己。”面对恶劣的生
存环境，文朝荣决心带领群众换一种活法。
通过造林改善生态环境通过造林改善生态环境，，是文朝荣改造海雀是文朝荣改造海雀
的第一步的第一步。。下定决心后下定决心后，，文朝荣迅速召开党文朝荣迅速召开党
支部会议支部会议、、村民代表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寨老会寨老会，，进行思进行思
想动员想动员，，号召群众种树号召群众种树，，但效果并不明显但效果并不明显。。
王学芳回忆道王学芳回忆道：“：“往往会议刚开始往往会议刚开始，，就闹开就闹开
了，反对声一片。”文朝荣刚开口，就被群
众以“现在饭都吃不饱，哪有力气种树”、

“树哪能当饭吃”等问题顶了回去。
“只要山上有树，就能挡住风沙，山上

有树就能保山下，有林才有草，有草就能养
牲口，有牲口就有肥，有肥就有粮。”文朝
荣耐着性子，用朴实的语言反复向村民讲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村民想

不通，文朝荣就带头做给大家看。他与另外
两名村干部商量：“看来做通群众的思想工
作还要一些时间，我们先带头做给大家看。
只要党支部拧成一股绳，就没有办不成的
事。”就这样，文朝荣等 3 名村干部白天干
活，晚上登门挨家挨户搞动员。一次说不
通，就两次、三次，直到说服村民同意上山
为止。

村民王光德是当时的铁杆反对者之一。
为了做通王光德的工作，文朝荣多次晚上提
着马灯，冒着严寒，登门做工作。“文支书
前前后后来了 6 次，反复给讲种树的好处，
我 最 终 被 支 书 的 执 著 打 动 ， 跟 着 上 山 种
树。”如今已是村里护林队队长的王光德回
忆起往事，还有些难为情。

1986 年冬天，文朝荣带领全村 300 多
名青壮年冒着严寒，开始了植树造林、绿化
荒山的壮举，拉开了海雀决战贫困的大幕。

就这样，海雀村群众在文朝荣的带领下，
“出门天不亮，进屋月亮上”，连续奋战三个
冬春，造林 1.16 万亩，全村 30 多个光秃秃
的“和尚坡”披上了绿装。

为了造林，文朝荣干出了不少在家人看
来很是“绝情”的事情：为了犒劳种树的群众，
文朝荣将两篮子鸡蛋偷偷地拿了出来，这些
鸡蛋原本是妻子积攒下来给二女儿坐月子用
的。孙子文军义至今还记得 7 岁那年，祖父
将家里仅有的两块腊肉炖给造林群众吃，而
自己和妹妹只能隔着门缝闻着肉香流口水的
情景。

从党支部书记的岗位退下来后，文朝荣
主动担任了村里的护林员，除了偶尔外出，每
天都得去林中走走，风雨无阻。

“他对山林比对家人好，呵护苗木比对自
己的孩子还细心，在林子里的时间比在家里
还长。”文朝荣的妻子李明芝老人说。

1995 年，海雀村被全国绿化委员会授予
“全国造林绿化千家村”称号。

如今的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即将超过
80%。同时，其生态功能也不断显现，林海深
处的 4 个水源点，不仅可供应海雀村，还能满
足周边 6个村寨需要。

在群众眼中，文朝荣总是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植树护林、科技兴粮、修建学校、计划
生育，都是文老支书带头干起来的。”“喊破嗓
子不如甩开膀子。”作为党支部书记，文朝荣
以身作则，为群众树立榜样，最终调动群众的
积极性，凝聚起改天换地的力量。

由于海拔高、气温低，海雀的粮食产量
总 是 上 不 去 。 吃 饭 问 题 一 直 困 扰 着 文 朝

荣。在饿着肚皮绿化荒山的同时，文朝荣开
始琢磨如何提高粮食产量，让村民吃饱饭。
1989 年春，在文朝荣的带领下，海雀村破天
荒地出现了白色地膜。第一年，没人跟着
干。到秋季，文朝荣以高于以往几倍的产量
让群众信服。

之后，文朝荣又根据海雀的气候、地势特
点，大种绿肥，实行土地有机改良，有效提高土

地的使用效率，粮食单产大幅提升。到 1994
年，海雀村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4.46万公斤，是
10年前粮食总量的两倍多，人均粮食占有量达
到203.5公斤，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只有小学三年级
文化程度的文朝荣，认为海雀的穷根就在于
群众没文化，不识字。让孩子受到良好的教
育，是其平生最大的心愿之一。1988 年秋天

的一次村民大会上，文朝荣倡议，“有钱的捐
钱，有材料的捐材料，好好盖一所学校”，并带
头捐了 168 元钱。后来群众才知道，这笔钱
是文朝荣偷偷卖了家里的耕牛换来的。

文朝荣当年带头建立的学校，如今已被
一栋 3 层的教学楼替代，办学能力也由当初
的 3 个年级升到 6 个年级，适龄儿童入学率
达到 100%。

王光全、王光祥兄弟俩曾因家庭贫困差
点退学，文朝荣得知后，多次上门给家长做工
作，并从个人的微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钱，定
期资助兄弟俩。最终，兄弟俩 2009年考上大
学，海雀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大学生。

斯人已逝，幽思长存。日子逐渐好起来
的海雀人，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老支书。

93岁高龄的安美珍，每每提起文朝荣，总
忍不住流下眼泪：“好人啊！”语气中满含惋惜。
1987年农历二月，一阵狂风将安美珍所住茅草
棚的顶棚卷走了一大块。文朝荣知道后，第二
天就带着村民10多人给安美珍建新房。考虑
到大娘家很困难，文朝荣号召大家各自回去吃
饭，“不要给老人家增加负担”。此后，文朝荣
带领村民“吃自己的饭，修别人的房”，连续奋
战10多天，终于让安美珍搬进了新房。

现 任 海 雀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的 何 涛 ，是
2013 年底被组织选派到海雀的一名大学生
村官，虽与老支书仅有三面之缘，但其对事
业的忠诚已深深印刻在何涛心底。据何涛

介绍，他第一次见到文朝荣是陪同县委书记
去看望病重的文朝荣。“当时老支书的身体
已十分虚弱，但念念不忘的还是海雀的发
展，叮嘱我们管护好林场，办好学校和卫生
院。”“我们一定继承老支书的遗志，探索出
一条适合海雀实际的脱贫致富之路。”

“只有千年的命，没有千年的人。”这是文
朝荣经常教育子女、家人的一句话。在流行
讲家风的今天，文朝荣二儿子、现任海雀村委
会主任的文正友认为：“公正无私、清白做人，
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家风。”由于群众信服，
在文朝荣退出村支书的岗位后，两个儿子文
正全、文正友相继当选为村干部。“还没上任，
就被父亲叫到跟前上了一堂政治课，告诫我
们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2008 年，时任村委会主任的文正友为方
便所开超市运货，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辆皮
卡。“没想到车刚开回来，就被父亲叫到家里，
反复追问购车款的来源，直到确定没有挪用
公款才放心。”

海雀村还把文朝荣做群众工作的经验总
结为文朝荣群众工作“六法”，即“勤串门、摆
政策，办急事、干实活，找路子、不苦熬，掏心
窝、解疙瘩，我带头、一起干，当杆秤、作清
泉”。目前，文朝荣群众工作六法已在毕节市
范围内全面推广。

文朝荣去世以后，被中央组织部、贵州省
委组织部和贵州省毕节市委追授为“优秀共
产党员”，贵州省委发出“远学焦裕禄，近学文
朝荣”的号召，号召全省党员干部向文朝荣同

志学习。在赫章县，广大党员干部争做文朝
荣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多个以文朝荣命名的
志愿服务队活跃在扶贫攻坚、医疗卫生服务、
电力保障、造林绿化的一线，把个人的人生价
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实践中。

活着，是一面旗帜；倒下，是一座丰碑。文
朝荣犹如一棵劲松，挺立在海雀之巅！

树木树人两不误

“愚公精神”代代传

林子要比家人亲

人物小传

图① 1 月 10 日，银装素裹中的贵州省赫

章县海雀村生态广场。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图② 2011 年，文朝荣获得毕节试验区

百名模范称号。 况华斌摄

图③ 文朝荣在林场查看松果收成情

况。 李学友摄

图④ 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

后，文朝荣主动承担起义务护林的责任。

况华斌摄

一生只为故土忙
吴秉泽

25 年来，文朝荣带领海雀村求生存、

求发展。他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群众、胸中

有奉献，是基层干部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先进

楷模。

种树垦荒挡住风沙、科技兴农增产增

收、捐资助学发展教育⋯⋯文朝荣践行对党

誓言、不向贫困低头，心系群众、襟怀坦

荡，25 年如一日为海雀村的发展而谋、为

实现小康奋斗。在他的带领下，海雀人向荒

山要绿地，让瘦土出效益，把极贫村建成了

美丽村寨，打造出了绝处逢生、跨越发展的

“海雀样本”。文朝荣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示了

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和时代风貌，他用

生命淬炼的“朝荣精神”，值得所有党员干

部记取、深学。

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群众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

好基层工作、维护群众利益对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广大党员干部都

应对照“朝荣精神”，学习文朝荣信念坚

定、对党忠诚的优秀品质，学他改变面貌、

造福子孙的执著追求，学他艰苦奋斗、愚公

移山的拼搏精神，学他勤政为民、无私奉献

的高尚情操，学他一心为民、服务群众的公

仆情怀，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群众

谋福祉，为改革添活力，让每一个村庄、城

镇都焕发出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

让“朝荣精神”永驻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