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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谷文昌 践行总要求

日前，漳州市委宣传部、东山县委宣传部
组织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记者，以及谷文
昌纪念馆、向东渠事迹展示馆讲解员代表，开
展“追寻谷文昌足迹”主题采访活动。

活动期间，采访团先后到谷文昌同志的老
家河南省林州市，1969 年谷文昌同志下放农村
所在地三明市宁化县，以及漳州市云霄县、东
山县，追寻谷文昌同志的生活、工作、学习足
迹，再现一位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的“四有”干部的先进事迹。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是此次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的总要求。在河南省林州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中心主任杨玉东
看来，这次主题采访活动就是在践行总要求。

谷文昌是习近平总书记数次点赞的“四
有”书记，他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
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
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这种“潜绩”，是最
大的“显绩”。他的事迹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如何
重“潜绩”，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这次主题采
访活动深入挖掘在基层、民间广为传颂的谷文
昌事迹，本身就是学习思想的一个过程。

采访团将这些鲜活的事实 、故事挖掘出
来，为河南、福建两地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
党性修养提供了教育教材，同时也为新闻宣传
部门加强党性锻炼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也是新闻宣传部门“四
下基层”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增强“四力”建设
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采访，锻炼了记者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从而做到从实践中来到
实践中去，从实践中挖掘精神、验证精神、体现
精神、传承精神。

一系列新闻作品出炉，是新闻宣传部门在
新的历史时期作的新贡献、新收获、新成果。此
次主题采访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接着
地气、冒着热气，推动着主题教育形式活起来、
内容富起来。杨玉东希望河南、福建两地将来
能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把这个学习模式坚持
下去，把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地、落到实处，
落到老百姓心中。 （黄小英）

石匠生涯塑匠心

巍峨的太行山下，苍溪河一路蜿蜒，河岸
上坐落着一个小山村——南湾村，这里就是谷
文昌的家乡。

南湾村位于河南省林州市石板岩镇郭家
庄，村庄依山傍水，风景秀美。村落周围有狐梯
眉山、刘家岩山、马安垴山、古江坡山。村落内
民居组群多为明清建筑，保存较为完整，风格
古朴。大部分民居朝阳依山而建，就地取材，结
构多为石木结构。由于石材的制作工艺难，因
此建筑物用料较粗大，外观坚实厚重。

拾阶而上，记者来到了谷文昌的故居。推
开一扇老木门，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四合院，院
内的梨树已经结满了果实。房屋内陈列着谷文
昌事迹展板、珍贵文物、档案资料等，展示着谷
文昌同志光辉的一生。

“我二伯谷文昌小时候家里穷，为了讨生
活，他闯荡山西打短工、做石匠，过着颠沛流离
的生活。”谷文昌的侄子谷财义说，因为手艺精
湛，为人厚道，谷文昌被雇主们称为“巧石匠”。

在外打工期间，谷文昌人缘很好。他给人
家做活，从不多收工钱；他同情穷苦人，知道穷
苦人添置一件家具不容易，都尽量少收工钱；
看到一些困难家庭的房屋缺角少棱、缺砖少
瓦，就免费给人家安上补上，因此大家都喜欢
找他干活。

谷文昌生平事迹展内，再现了谷文昌在雇
主家做石匠的场景。“靠山吃山，林州最多的就
是石匠，参加革命之前的谷文昌也是一名石
匠，这个职业大大影响了他，艰苦奋斗、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深植在他的心中。”谷文昌生平
事迹展的讲解员纪东宏为大家介绍道，工匠之
乡林州孕育了谷文昌的匠心精神。这也使得他
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追求极致，
永不放弃。

1969 年冬，54 岁的谷文昌被下放到三明市
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1970 年，石匠出身、
在东山有建设红旗水库经验的他，被“点将”到
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隆陂水库任总指
挥。上任后，谷文昌高度重视工程质量，对坝上
的土质砌石问题把关十分严格。当时料场的土
层比较薄，草根、树枝、树皮多，他每天都亲临
现场，亲自检查，决不让含有草皮、树根、腐殖
土、小石块等不合格的土进入坝内。

“记得有一位民工把一车腐殖土从两公里
外的料场运到坝上，谷文昌发现后对其进行严
肃批评。”原隆陂水库指挥部施工技术员张瑞
栋回忆道，发生这件事后，谷文昌召开了各连
队负责人和施工人员会议，进行工程质量教
育。要求各连长亲自把关，规定连长负责质量
问题，同时要求施工人员对土料的质量要从料
场抓起，从而保证坝上用土的质量。50 多年过
去了，如今隆陂水库依旧发挥着饮用和灌溉农
田的作用。

在河南省林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精神文
明建设促进中心主任杨玉东看来，工匠职业的
核心遵循就是规矩，所谓的规就是圆规，矩就
是直角（直尺），石匠盖房子离不开圆规和直
尺，正是石匠这个职业培养了谷文昌的规矩意
识 ，也 是 谷 文 昌 一 生 都 保 持 着 心 中 有 戒 的
源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守规矩，
谷书记就是最好的典型。”杨玉东说，谷文昌甚
至给自己定了不少在别人看来不近情理的规
矩。比如，谷文昌压住爱人工资不许调，一压便
是 32 年，直至他去世 3 年后才长一级；哪怕仅
是单位的一辆自行车，也不许孩子们碰一碰，

只是因为它姓“公”；小儿子高中毕业符合招工
政策想留在漳州，他偏要儿子下乡当知青，因
为“我不带头，怎么说服别人？”儿子想到东山
下乡，他不同意，“都知道你是我儿子，会关照
你，你得不到应有锻炼”……而正是这些，让老
百姓更加敬仰、热爱他。

太行山下锻初心

谷文昌的老家太行山是一片红色沃土，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革命
根据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谷文昌看到中国
共产党为当地的老百姓修水渠、打恶霸、分田
地，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深受鼓舞。

1942 年，谷文昌在山西长治给人干活时碰
到了一位老乡，得知八路军来到了自己的家
乡。谷文昌听后激动万分，立马结清工钱，昼夜
兼程奔赴家乡。在家乡找到党组织后，谷文昌
捐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支持革命事业，由于工
作积极，他被推选为农会主席。那时，他白天帮
着八路军到 5 公里之外的大小村庄送信，晚上
再顺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回到民校学习，回
到家时经常天都亮了。1944 年 3 月，谷文昌被批
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林北县第七区早期共产
党员之一。

入了党，就要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在谷
文昌的一生中，听党话跟党走是他永远不变的
信念。1949 年初，他按照组织要求，作为地方干
部从家乡河南省林县出发，随着中国人民解放
军长江支队南下接管福建东山。

谷文昌故居里展示的一张发黄的烟盒（复
制品）背面，写着谷文昌等六人的保证书。“每
人家庭早有准备，家庭不会拖腿；阴历正月初
九早饭集中十区署，保证当天下午报到平房
庄。特此保证。组长谷文昌，副组长杨永修。申
周朝，郭玉守，元为德……共六人。”另一张南
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表上，“家庭有啥困难”一
栏，填着“没有困难”；“本人对家庭照顾的依托
人姓名”一栏，填着“依托兄弟谷文德”。当时，
谷文昌的母亲已经 60余岁了。

一张保证书、一张南征政民工作人员登记
表，大写着一个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

“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在
东山工作期间，谷文昌将这句话写在笔记本
上，践行了一辈子。1969 年冬天，已从东山县调
到福建省林业厅任副厅长的谷文昌遭受残酷
批斗，全家被下放到宁化县禾口公社红旗大队
当社员。面对人生挫折，他毫无怨言。

“当时，我们红旗大队有 700 多人，耕种着
500 多亩田地，其中 400 多亩是冷水山垄田。因
为田地贫瘠，严重缺肥，导致产量低下，亩产不
到 300 斤。”原红旗大队生产队长王盛庭回忆
说，谷文昌一到红旗大队，顾不上身体劳累，就
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定权一起，转遍全大队的
山、水、田，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把脉问诊、“解
剖麻雀”，分析得出粮食产量低的原因：田水串
灌，浪费水，流失肥力，还容易引起病虫害传
播；高秆疏植，影响产量；长期施化肥导致土壤
酸化和板结。

为此，谷文昌提出了指导意见：施用有机
肥，将串灌改为轮灌，留住田里的肥力；改良品
种，将过去的高秆稻改为矮秆的“珍珠矮”，合
理密植，增加植株。“药方”开完，支委们非常佩
服，称谷文昌是“水稻专家”。

“老谷还身体力行，每天天刚放亮，他就和
史英萍大姐一手拎粪箕，一手持粪铲，在街头
巷尾、屋角路口捡拾猪粪、牛粪、狗粪。”如今，

谈起谷文昌的奉献，原红旗大队宣传队队员伍
开林仍颇为感动。

在谷文昌的帮助下，红旗大队粮食产量由
原来年产不足三百斤增加到上千斤，全村人从
年头吃到年尾吃粮不断顿，当地老百姓也亲切
地称谷文昌为“谷满仓”。

无论肩负重任还是身处逆境，谷文昌从未
忘记党员身份，从未褪去党员底色，从未动摇
入党初心。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任何时候，
任何境遇，都把一心为民作为执政的价值追
求，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生动地诠释了
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
原因。

实事求是得民心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谷文昌也是实事求是
的典范。”谷文昌生平事迹展讲解员纪东宏说，
1946 年左右，石板岩山区划分成分。按上级政
策，石板岩应有地主、富农若干。谷文昌实事求
是地向上级反映情况说，平地有几十亩、几百
亩的，才应划为地主成分，石板岩地最多的人
也就十来亩山地，划为地主成分不符合山区实
际。上级采纳了谷文昌的上述建议。在划定成
分过程中，谷文昌等人根据产量划成分。有个
李老汉，一些人认为他应该为富农，结果一算
产量，距富农标准差两斗，最终被划为上中农。

1948 年 1 月至 3 月，中共太行五地委根据
上级党委决定，在林县桑园召开了区委书记以
上干部整编会议（简称“桑园整编”），会议以查
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
顿作风为主要内容。会议中出现了“左”的倾
向，许多干部受到了过头的批评和不应有的处
分。面对这种情况，谷文昌在心得体会中写道：
该给干部撑腰，还是要给干部撑腰。

“在东山工作期间，谷文昌一以贯之地坚
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从不计较个人荣
辱得失。”谷文昌纪念馆讲解员朱佳李介绍，新
中国成立前夕，撤退台湾的国民党军从东山掳
走青壮年 4792 名，依照当时两岸硝烟对立的情
势，这些壮丁家属一旦被扣上“敌伪”的帽子，
就成为对立的阶级敌人。“共产党人要敢于面
对实际，对人民负责。国民党造灾，共产党要救
灾。”在当时形势下，谷文昌冒着政治风险向县
工委提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
治上不歧视，困难户予以救济。在那个特殊的
年代，两字之差，彰显了谷文昌作为一个真正
共产党人的勇气和胆量。

一项德政，赢得民心。1953 年 7 月，国民党
部队万余人突袭东山，我守岛部队不过千人，
兵力悬殊。东山群众特别是妇女，肩挑手拎，车
轮滚滚，为前线运水送粮。保卫战胜利后在评
选立功受奖的东山群众时，“兵灾家属”竟占了
一半以上。

为官避事平生耻。谷文昌善于从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需、最盼、最急、最怨的问题入手，自
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敢于较
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创造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河南省林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精神文明
建设促进中心主任杨玉东认为，一个英雄的形
成，不是偶然的。谷文昌从一个打石匠到“四
有”书记，不是到了东山才形成的，而是通过他
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一点一滴形成的。在林州
工作期间锤炼出来的优秀品质，在谷文昌造福
东山、锻炼成为“四有”书记的过程中，发挥了
不可磨灭的基础性作用。 （黄小英）

谷文昌故居是一座简朴谷文昌故居是一座简朴
的四合小院的四合小院。。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原红旗大队生产队长王原红旗大队生产队长王
盛庭向采访团记者讲述谷文盛庭向采访团记者讲述谷文
昌事迹昌事迹。。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采访团记者来到三明市宁化县石壁镇采访团记者来到三明市宁化县石壁镇
隆陂水库谷文昌纪念园采访隆陂水库谷文昌纪念园采访。。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采访团一行在东山八尺门渡槽采访采访团一行在东山八尺门渡槽采访。。
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位于河南省林县（今林州市）的谷文昌生平事迹展内，一幅由中央美院创作的大型油画格外引人注目。油画上一边是绵延的太行山，一边是浩

瀚的东山湾。从太行到东山，是谷文昌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平凡一生，更是“四有”干部谷文昌光辉的一生。

日前，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记者跟随采访团踏上了寻访谷文昌足迹之旅，追思榜样，传承

精神。

谷文昌故居坐落在巍峨的太行山下谷文昌故居坐落在巍峨的太行山下。。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如今隆陂水库依旧发挥着饮如今隆陂水库依旧发挥着饮
用和灌溉农田的作用用和灌溉农田的作用。。沈昊鹏沈昊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