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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村党总支书记叶志钢：

叶绿花红志如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麟

站在叶绿花红的村部办公楼
前，对面一家产值过亿元的企业，亭
台楼榭掩映在盎然的春意里。壮墩
墩的叶志钢伸过来的手暖呼呼的，
见到记者，他没有寒暄，语气也像眼
前叶绿花红般的春意，暖暖的。“全
村有大小企业 30家，其中产值过亿
元的有4家、过5000万元的有6家，
2017 年工业产值 8 亿元；全村有
3875人，其中共产党员145名，有耕
地 2323 亩，3 个农业合作社，2017
年人均纯收入3.3万元以上……”他
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你不要只看
到眼前的美丽，十多年前，这里还是
一片荒山，这个村还是远近闻名的
贫困村呢！”

这个生机勃勃的村，就是湖南
醴陵市孙家湾镇孙家湾村，这个憨
厚敦实的人就是孙家湾村党总支书
记叶志钢。

共产党员应该做敢
于担当的好儿郎

57岁的叶志钢，眼里含着泪花，
声音也低沉下来：“我是在家庭会上
父亲的骂声中，才决定担当起村支
书这份担子的。老父亲如果还在，
今年也该 96 岁大寿啰。”他低沉的
叙述，又让记者重温了老共产党员
铮铮铁骨般的担当精神。

1983年，退伍返乡的22岁青年
叶志钢赶上了改革开放的东风，出
任一家乡镇企业负责人，几年下来，
见过世面、肯干巧干的他把这家濒
临倒闭的集体企业打造成了年销售
过亿元的“省明星企业”。企业改制
后，他拥有了年产值过千万元的独
资企业。

2001 年，他回到生他养他的穷
山沟唐阁坊村，帮助一位参加过抗
美援朝的老军人办丧事，村里的 38
名共产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把叶志
钢这位党组织关系还在乡政府的本

村人选进了村支委，并要向上级呈
报为村支书。老书记找他谈心，他
不干；上级党委来做工作，他还是没
同意干。这时候，解放初期就光荣
入党、当时 70多岁的老父亲叶洪谋
在家里开了个党员扩大会，上世纪
50年代就做土改干部的老党员母亲
周雪姣以及大姐、姐夫等党员都参
加了，讨论叶志钢该不该进村支委、
该不该当村支书的问题。无论大家
如何做思想工作，他就是不愿意干，
原因很简单：“村里太穷了，自己还
年轻，想干一番大事业。”

“村里如果不穷，大伙推你回来
干什么？么子叫大事业，你能带着
村里的大伙一起过好日子，就是大
事业！我管你千万身家亿万身家，
你如果不能带着唐阁坊里的乡亲们
和你一起过好日子，你就是狗屁身
家。”当过兵的老父亲来了脾气，70
多岁的他一拐棍横扫过来，重重地
打在叶志钢身上。

老父亲从来就没有打过他，如
今 40 岁了、身家千万了，挨了老父
亲一闷棍。这一闷棍打醒了他：“我
怎么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
呢？我怎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老
党员母亲也苦口婆心：“村里这么多

穷人苦人，你一个人过好日子，你能
心安理得吗？做人得有良心，你只
要好好带头干，全家人保证做你的
坚强后盾！”

要干就要全心全意干。叶志钢
把自己在企业的所有事务做了了
断，决定回到村里，和村里的乡亲们
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叶志钢上任后的第一次村干部
会是在自己家里开的，这时候他才
真正晓得村里有多穷：村里没有一
条机耕道通向外面，就像一座孤岛
几乎与外界隔绝，村里没有一家企
业，没有任何集体收入，村里欠账 5
万多元，村干部每年 1700 元的工
资，已连续 4 年没有发放，必要开销
就预支老百姓交的计划生育保证
金，用完了到店铺里赊账……当天，
他定下了就任村支书后的第一项规
矩：“从今天开始，不管村里今后怎
样发展，只要我当书记，村里就没有
公务接待，所有村干部在外面以公
务名义的欠账赊账一律由个人买
单。”也就在当天，他拿出 5 万元现

金，把村里过去的所有欠账还清，又
拿出 2 万元现金给出纳，作为村里
笔墨纸张电话费等办公急需，村里
一条最朴实的财务规矩同时实施：

“出纳管钱、会计做账、书记审批。”
叶志钢上任后的第一次全体党

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是在村里一个晒
谷坪里开的，这时候他才晓得村民
脱贫的心情有多急迫：大家会上议
论得最多的是修路，必须修通与外
界联通的路，如果不修路，村里就没
有出路；只要能修路，我们愿意出地
又出工……当天，他定下了就任村
支书后的第一件大事：“不管千难万
难，打通村里与外界的通道，是我这
个书记当前要办的最紧要的事。我
捐 出 个 人 名 下 的 全 部 存 款 20 万
元。”当天，他把 20万元转到了村里
的账上。榜样就在身边，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家家户户都动起来
了，全村 280 户 900 来人，劳动力不
到500人，为修这第一条出村路，村
民就捐钱十多万元，出义务工 1000
多个。党群一条心，黄土变黄金。
2002 年，唐阁坊村第一条出村“富
民路”通了。2003 年，投资 3000 多
万元、占地 100 亩的外地企业进村
了。2004 年，这家拥有醴陵市最大

的生产车间和 400多名工人的企业
在唐阁坊投产。

基层干部公正、无
私，是最好的人心黏合剂

2005 年刚刚有所好转的唐阁
坊村，恰逢村级规划调整，孙家湾镇
两个最穷的村孙家湾村、金星村与
唐阁坊村合并为孙家湾村，叶志钢
被推选为合并后的孙家湾村党总支
书记。叶志钢至今还记得主持第一
次党员和村民代表大会时的情景：
会场选在一个废弃的操场，一张课
桌就是主席台，他还没开口，下面就
炸开了锅！合并村有人指着他的鼻
子骂，场面极其混乱。情急之下，他
一蹬腿，跳上课桌，大喊一声：“死刑
犯都有上诉的权利，我叶志钢还没
开始干，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给我 3 年时间，搞不好孙家湾，我叶
志钢就卷铺盖滚回唐阁坊！”

就这么一喊，台下安静了。盯
着他的是一双双信任和期盼的父老
乡亲的眼睛。面对台下信任的眼
神，他心中充满感激，骨子里迸发出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力量。
并村后，叶志钢干的第一件事

还是修路，把三个村之间的路连起
来。“并村先要并心，并心先靠修
路。路通了，村之间、人之间才能互
相走动，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
门。”但是，合并后的孙家湾村一穷
二白、举步维艰，村里负债十余万
元，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 1000
元，是个典型的“省级贫困村”。修
路启动资金从何而来？“我从家人管
理的企业里拿出 30 万元修路。”他
憨憨地说，大家的心齐了、气顺了，
干事的氛围和环境也就好了。为了
摸清并村后的村民家底，他带着村
干部挨家挨户走访，白天忙就晚上
去，老百姓不在家就到田间地头找，
在外务工的就逢年过节去。几个月
下来，并村后的孙家湾人都认识他
这个苦口婆心的叶书记，群众支持
声也越来越大。

当村支书，不怕乱摊子，就怕乱
班子。只有带好班子，才能走好路
子。为抓好村支两委班子建设，他
严格执行“三会一课”、党员议事、群
众监督、民主生活会等制度。他给
合并后的大村定下了一条规矩：每
星期开1次村民小组会，每月开1次
支 部 会 ，每 季 度 开 1 次 村 民 代 表
会。正因如此，这个村成了有名的

“会多村”。有个当了十多年的村干
部说，现在一年开的会比原来 10多
年的会还要多。叶志钢之所以多开
会，就是要把工作在会上安排好、情
况在会上通报好、矛盾在会上调解
好、思想在会上沟通好。每次开会，
不仅布置工作，还要现场检查。有
村干部事情没做好，说起来就不好
意思。久而久之，大家都不想丢脸，
交办的工作都认真干好。现在，村
里的土地发包、项目立项、五保供
养、低保救助等重大事项都是经过
集体商议、阳光操作最终敲定。

班子力量增强了，大家的干劲
也上来了。合并后的孙家湾村紧邻
106 国道，为把区位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村里提出“工业兴村，产业
富民”的发展思路。但在创业路上，
总有“不测风云”。2006年，有家企
业经营不善，老板拖欠工资 300 多
万元跑路。300 多工人哄抢设备，
眼看就要出大事！这个事要是解决
不好，不仅可能闹出血案，孙家湾将
来还谈什么招商引资？谈什么发展

致富？叶志钢横下一条心，自己接
手这个烂摊子！他赶到厂里后，向
工人们保证，一个礼拜之内兑现工
资。为此，他以自己的家庭财产作
担保贷款 93 万元，再通过破产拍
卖，给工人发了工资。这件事，他个
人做了亏本买卖，但老百姓拿到了
血汗钱，对村干部更加信任；企业家
看到这些，对村里更是刮目相看。
通过拍卖，这家企业被整体保住
了。2007 年，新的投资商进驻。如
今，这家企业产值过亿元、税收近千
万元，1000多名员工的工资占到企
业产值的 33%，全国陶瓷酒瓶的最
主要产地在醴陵市，这家企业又占
醴陵市陶瓷酒瓶产量和销量第一。

撸起袖子加油干，幸
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

2007 年，孙家湾村的村部建成
了，当时开了一个并村后最大的群
众代表大会，有200多人参加，会场
里村民们热血沸腾，会场外也被里
三层外三层围了个严严实实。

2017年，孙家湾村村部扩建，规
模扩大了一倍。2018 年春节前夕，
村里召开 2017年工作总结大会，孙
家湾村145名党员全部参加，28个村
民小组和30家企业及3个农业合作
社选出代表参加，数百人齐刷刷地坐
在会议室里。上午 9 时整会议准时
开始：“到目前，我村先后开发出6个
经济林区、3个水稻种植区、2个生态
循环养殖区及1个生态保护区，森林
覆盖率达98%，公路到户率达95%。
10 余年间，村里各类企业陆续发展
到 30家，提供 4000多个就业岗位。
2017 年完成生产总值 8 亿元，纳税
4000多万元，村民人均纯收入3.3万
元……”掌声响起；“现在，村里道路
硬化超过45公里，实现了‘组组通’，
全村年产值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22
家，过亿元企业 4 家，新建村级组织
活动中心和 4000 平方米的农民文
化广场、6000平方米的农村公园，孙
家湾村的老百姓安居在公园里，生活
在春天里……”掌声愈发热烈；“在孙
家湾村，大小事务一律执行‘四议两
公开’，财务公开精确到一分一厘，财
务监督精细到一笔一纸。各项工程，
全部公开招标，没有出现一项私下交
易，没有出现一例纠纷上访。办事不
收一包烟、不吃一顿饭、不收一份
礼。今年，全村公务接待仍然是‘零
报销、零接待’，请村民们放心！同
时，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到2017年
底，全村 900户人家，已有 300户通
了天然气，今年再通100户以上，达
到全村50%住户通气，每年逐步提升
比例……”掌声再次雷鸣般响起……

面对乡亲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掌
声，叶志钢这位“全国创先争优先进
基层党组织”“湖南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
范村”的带头人，深情注视着会场电
子显示屏上滚动播出的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撸起袖子加油干！”“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深深地向与会乡亲们鞠躬。

“你不当这个书记，早就是亿万
富翁了，家庭也不会作出这么多牺
牲，你后悔吗？”听到记者提问，他
说：“这是不同的追求，关键不在于
比，而在于选。我生在这里、长在这
里，将来还要埋在这里，当好这个村
支书，我安息后仍可仰天长笑，哪还
有后悔？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我还
是愿当这个小小的村支书。”

叶志钢在村部办公室工作。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见到雷声时，他正在国家击剑队北京老山
运动员训练基地为即将奔赴美国参加“2017—
2018赛季国际剑联花剑世界杯大奖赛”的花剑
运动员做最后的训练准备。“运动员生活很简
单，不是训练就是比赛，每年要参加的各种赛事
有十几个，这是积累比赛经验，提高水平的必经
之路。”雷声说。

雷声，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个人
赛金牌获得者，也是获得中国男子花剑奥运首
枚金牌的运动员。作为奥运冠军，在问鼎最高
领奖台的道路上，雷声经历了什么？又面临了
哪些抉择？

认识击剑爱上花剑
11岁那年，广州市击剑教练员去雷声所在

的广州市黄埔区小学挑选击剑苗子。可能是由
于个子高挑，雷声一下子被教练选中。“当时根
本不知道什么是击剑，完全就当成兴趣培养。”
雷声回忆说，从小就很喜欢武侠，觉得拿着剑的
都是大侠，而且有一群小朋友一起玩剑特别开
心。就这样，玩着练着就喜欢上了击剑。

什么是击剑？击剑项目分为花剑、重剑、佩
剑三个剑种。花剑可以攻击的有效部位最少，
只有躯干部位，主要是刺，对技巧性、精准性、灵
活性的要求最高；佩剑的有效部位是腰部以上，
佩剑可刺可劈，主要是劈砍得分；重剑是全身有
效，对身体灵活性要求不高，需要交锋和力量。

雷声说，“当初教练把花剑、重剑、佩剑三把
剑拿出来给我选，可能是由于花剑最轻便，我毫
不犹豫地选了花剑，选我的教练恰恰又是花剑
教练。”练习花剑之后才知道，原来花剑技术是
最全面的，花剑既有重剑里刺的技术，又有佩剑
主动与被动的技术。选择花剑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男子花剑
实力很强。雷声说，他当时练花剑时，虽然男子花剑没有取得过奥运会
金牌，但夺得过两次奥运会银牌，“我如果选择练习花剑，会更接近世界
水平”。

可能是兴趣使然，抑或是天赋异禀，雷声在同龄队友中表现出色，
也因此得到了教练的重点培养。不负众望，1998 年 14 岁的雷声获得
了广东省第十届运动会花剑少年组男子单人赛冠军。

调整心态成为主力
身着雪白的剑服，头戴威武的护面，手持闪亮的长剑……击剑运动

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令不少人神往。但是对于当年刚刚取得点成
绩的雷声来说，却面临着重要抉择。

“正常的小孩在我那个年龄都是在读书考学，我如果继续练习击
剑，肯定是要淡化文化课学习，到底是继续深造还是回到学校读书，关
系到我今后的人生发展。”雷声回忆说，当时他确实在花剑上已经有了
一定基础，教练觉得如果放弃实在太可惜，一方面教练做他父母的工
作，“另一方面还是因为自己喜欢花剑，所以最终选择了坚持”。

2001年，17岁的雷声入选广东省击剑队。在省队的日子里，由于
练得比较好，雷声得到了教练的特别关注，被当作全队的重点培养对
象。雷声也用他的实力证明了教练的选择。在2002年全国击剑冠军
赛总决赛上，刚刚成年的雷声一路挺进决赛，与花剑老将王海滨对决。
尽管在决一剑的时候不敌王海滨，获得亚军，但由于参赛年龄小，一直
没被看好的雷声成了当时的“黑马”。

“一般来说，击剑这个项目出成绩都是在 20 岁左右，我当时刚 18
岁，打青少年组没问题，打成人赛就显得很弱。”雷声说，越不关注比赛
结果，越能把自己的实力超常发挥出来。

正是因为这次的出色表现，被王海滨看中，入选到了国家队。“到了
国家队完全是散养。”雷声说，因为自己是队里的年轻队员，不是主力，
没有教练会来教你，只能在旁边自己学，“这与我当初在省队的状态截
然不同，因为在省队的时候我是重点，教练关注点都在我身上”。

2005年，王海滨退役，转为中国花剑队主教练。在王海滨的指导
下，雷声进步很快，也顺利成为国家击剑队男子花剑组主力队员。

拾起书本问鼎最高奖台

“运动员每年都参加很多比赛，对于比赛输赢也会很理性地面对，
但遇到特别重视的比赛时，也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雷声坦言，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失败对他打击很大，“因为此前我已经在世锦赛
上连续两年拿了铜牌，世界积分排名也在第四名，但我却输给了当时世
界排名第 5的选手，而且这个选手最后拿了冠军。如果当时战胜了这
位选手，说不定冠军就是我的……”

能够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高高升起五星红旗，是每一位中国运动员
心中的最高目标。不过，奥运会四年一次，对于运动员来说，他的黄金
阶段又有几个四年？北京奥运会的失利，让雷声开始反思击剑生涯。
要不要继续练下去？如果再练 4年，在下一届奥运会上还打不好怎么
办？是不是运动员只有在奥运会上拿到名次才是唯一的意义？

“既然不知道怎么选，不如先放一放，去学习文化课，看看跟我刚刚
进入国家队时同样年龄的小孩在考虑什么？”雷声说。于是，2009年，
他选择了去北京大学重读本科。在北大读书期间，除了上课，其他时间
雷声都会回国家队继续训练。“虽然学校的课程与击剑无关，但对我分
析问题、开阔思维有很大的帮助。”雷声说。

在备战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雷声变得更加沉稳，战术上也
有了很大进步。他说，“2010年我的世界积分排名已是第一名，实力
在那，奥运会上只要专注打好每一场比赛就行。”2012年伦敦奥运会
男子花剑个人赛决赛中，雷声在11比13落后的不利情况下，迅速调
整心态，用擅长的进攻优势最终以15比13击败对手，获得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枚奥运会男子花剑金牌，打破了欧洲人对该项目长达116年
的垄断。

如今，退役后的雷声转做了国家男子花剑队的教练。“作为花剑人，
不想轻易离开这项运动，也不希望看到中国花剑变成世界二流水平。”
雷声说，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帮助花剑队重新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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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成为国家男子花剑队教练的雷声希望通过自身影响力振兴花

剑队。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叶志钢（左）在银和瓷业向该企业董事长了解瓷酒瓶新产品的研发与

市场动态。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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