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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晋斌 李朝民

2020 年 6 月 28 日，申纪兰永远离开了我们！这
一天，距离她 1951年在山西平顺西沟开始登上历史
舞台，已经69个年头。

69年里，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劳动创造
幸福、奋斗成就小康的朴实理念，谱写了一曲又一曲
奋斗者之歌；

69年里，她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劳动，为农民代
言，连续当选了第一届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成
为中国农民的最大荣光；

69年里，她坚信植树造林才能改变西沟的未来，
和西沟村人一起，肩挑、背扛、砸石头，在干石山上种
树，如今 2.5 万亩碧绿的青山，正成为西沟人的金山
银山。

要幸福就要奋斗

申纪兰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她的命运改变也
是从一场奋斗开始的。

1951年12月10日，以李顺达互助组为依托的西
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式成立，李顺达被选为社
长，全村51户，入社的26户，申纪兰则被选为合作社
副社长。

为了解决社里缺劳力的困境，申纪兰开始走家
串户动员妇女离开锅台、炕台和碾台，走向田间。

横在申纪兰面前的有两个困难，一个困难是
“好男人走到县、好女人走到院”的古训，让妇女们
走出“院门”都不容易，更别提抛头露面下地劳动；
另外一个困难是，西沟初级社实行工分制，干 1 天
活儿，男人记工 10 分，女人只记工 5 分。很多下地
的妇女反映，在外面辛苦一天，还不如在家纳鞋底
挣得多。

在申纪兰的提议下，女社员开始跟男社员学技
术，比撒肥，比间苗，比锄苗，样样不落后。经过多次
争取，妇女们终于能够干一样的活儿，得一样的工
分。劳动不分性别，要和效益挂钩，妇女们就这样被
发动起来了。

秋后，社委会组织评选劳动模范，总共评选 21
个，妇女就占了9个，男人们终于服气了。

打坝造地，当年的申纪兰抡锤掌钎、开山放炮、
采运石料，干的全是男人干的活儿。在申纪兰的带
领下，西沟逐渐有了走得下拖拉机的路，有了满山的
树，矗立在239条大小沟壑中的上千座谷坊和拦洪大
坝，彻底改变了西沟人的生存环境，西沟由一个逃荒
人聚集的地方变成了山绿、果红、能吃饱的村庄，从
组织互助组、合作社，一步步成为全国农村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典型。

1953 年 1 月 25 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申纪兰带
领西沟村妇女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事迹，在全国引
起了强烈反响。

申纪兰的第一次奋斗，不仅成为中国妇女解放
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将申纪兰送到了世界
的舞台。

1953年，申纪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
评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同年4月，申纪兰被选为全
国妇女代表，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6
月，申纪兰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哥本
哈根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

1954 年 9 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
被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1984 年冬天，申纪兰辞去山西省妇联主任的职
务，回到西沟，开始了她在改革年代的新奋斗。

带着几名村干部一路南下考察，她办起了平顺
县第一个村办企业。村民们回忆，改革开放40年，西
沟村的变化翻天覆地，建起了香菇大棚，引进了光伏
发电和服饰床品企业，发展起了红色旅游和绿色休
闲观光农业。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在申纪兰的带领下，
西沟村如今家家户户基本实现“六通”：路通、水通、
电通、电话通、闭路通、网络通；建成了 4 个居民小
区；村里建有高标准小学两个，卫生院 1 个，卫生所
1 个，敬老院 1 个，农家书屋 1 个，农民人均纯收入
9800元。

一辈子替农民说话

1954年，申纪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
加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后的 66
年里，连续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开启了她代表中国
农民建言献策的漫长生涯，参与审议一年又一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及“两高”报告……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申纪兰从一个

不 识 字 的 农 民 逐 渐 有 了 为 农 民 说 话 的 角 色 意
识。一位了解她的官员说，纪兰大姐开始是从西
沟的角度提建议，谈看法，后来视野就拉宽到了
为农民代言，为“三农”建议，涉及面也很广，农村
的发展问题、投资问题、水利建设、保护耕地问题
都提过。

20 世纪 90 年代，有一条政策，就是二十五坡度
以上全部退耕还林。西沟村大多数土地都在这个坡
度以上。怎么退，退了农民吃什么，在参加全国人大
会议小组审议时，申纪兰说了自己的看法。她的建
议被有关部门采纳，后来中央下发的文件就强调因
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了。

作为一名农民代表，申纪兰最知道农民想说什
么，想干什么，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发展情况和农民的
生活状态。虽然现在农民吃饱了，穿好了，但经济还
不富裕，生活水平仍然很低，如何让每一个农民都富
起来，过上小康生活，是申纪兰多年来一直反映的问
题，特别是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
申纪兰就农业税减免、农民负担、结构调整等农业、
农村、农民问题，向大会作了汇报，她特别希望中央
出台一些针对山区老区发展的优惠政策，支持山区
老区农林牧畜全面发展。

西沟红色旅游公路建设、平顺县提水工程、山西
省的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建设、缩小贫困地
区与经济发达地区干部职工收入差距等等，在她或
她和其他代表的共同联名提议下，都变成了活生生
的现实。

调到省妇联工作后，申纪兰曾向山西省委提出
六个要求：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拿工资、不要住
房、不调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

在后来的岁月里，她担任多年长治市人大副主
任，也坚持着“六不”。面对大家的疑问，她那时这样
说：“中国农民有八亿，我在农民里当一个农民代表，
反映农民的问题，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我要当了
干部，把户口转到城里，我也就不是农民了，有些农
民的问题我也就不了解了。”

熟悉申纪兰的人都知道，她时常把两句话挂在
嘴边，一句话是“心不离群众，身不离劳动，才能了
解群众，知道群众在想啥、需要啥，才能清楚自己应
该干啥、不应该干啥。”另一句话是“不是西沟离不
开我，是我离不开西沟，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
农民。”

为表彰她的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
际，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申纪兰颁授了“共和国
勋章”。

一生缔造生态西沟

“山是石头山，沟是乱石沟。没土光石头，谁干
谁发愁。”这就是解放初期平顺西沟的生态写照。

“植树造林才能改变西沟的未来。”时任西沟党
支部书记的李顺达这样对申纪兰说过。

“应该多植树，树多了可以保持水土，也能改良

气候，你们那里也就富了。”在全国人代会上，周总理
对申纪兰说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让申纪兰有了信心。

20世纪 50年代一个寒冷的冬日，申纪兰带着西
沟的女人们扛着镢头、背着松籽，踏上了植树造林的
艰难征途。她们半跪于山坡，在坚硬的山石上刨出
脸盆大的鱼鳞坑，再用手指或镢尖把土一点点抠出
来填进去。赶天黑刨不了几个鱼鳞坑，好多人的裤
子却磨得看见了膝盖。

饥饿、严寒和繁重的劳动成了开荒造林的拦
路虎，申纪兰站在荒凉的石头山顶，唱起了自己编
的歌谣：“走一山又一岭，小筐背上来播种。今年
种好松柏树，再过几年满山青，建设国家大家都
有功。”

刚开始造林成活率很低，申纪兰就给大家鼓劲，
“能活一棵，不愁一坡。”直到今天，西沟依然沿用着
申纪兰当年用过的“刨鱼鳞坑”栽树法：人们把石头
敲碎，用碎石垒起育苗坑，锁住水分和土壤。而且在
山上逢土必种，正是靠着这种蕴含极大耐心和毅力
的方法，曾经的荒岭，在此后的 60多年中，慢慢变成
了2.5万多亩密林。

60多年里，申纪兰带领村民坚持不懈地肩挑、背
扛、砸石头植树造林和小流域治理工作，土不下山了,
水不出川了,生态环境好了,干石山变成了“花果山”,
乱石滩变成“米粮川”。

2012 年 3 月，全国绿化委员会对 30 年来积极投
身于义务植树，为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作出
突出贡献的全国 100 家单位和 100 名个人进行了通
报表扬，带领“娘子军”不懈植树、让荒山披绿装的申
纪兰被授予“国土绿化突出贡献人物”。

如今，西沟村有林地面积 2.67 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 85%以上，不仅成为一个天然“绿色氧吧”，而
且成为西沟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林下养殖新场地
和生态休闲旅游的新去处，成为西沟农民增收新的
增长点。

西沟经年植树造林换来了绿水青山，催生了一
批党参等中药材种植专业大户；良好的生态和文化
资源为西沟每年引流 18万人次游客，西沟的青山绿
水正一天天成为西沟农民的金山银山。

2020年 5月，正在决胜全面小康的西沟村村民，
像往常一样送申纪兰去参加全国两会。

“没想到，这次一走，再也没有回来，很遗憾，很
悲痛。少了一个好邻居，少了一个说话的人。”6月28
日，西沟村的常开苗老人说起此事时，眼眶一下就变
得湿润起来。

但是，西沟的 332座从荒山变来的青山，将永远
铭记申纪兰在这里洒下的每一滴汗水；亿万农民将
永远铭记申纪兰在 66 年里代表他们建言献策的光
荣岁月；共和国将永远铭记申纪兰倡导并推动“男
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的奋斗，永远铭记她为改变
家乡生态，60多年带领群众用劳动创造幸福的卓越
贡献。

纪兰大姐，一路走好！

资料图

□□ 徐恒杰

申纪兰作为中国农民的代表，是我国参加了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迄
今为止66年间历次会议的唯一代表……我们万分悲痛，这位见证共和国民主进程的传
奇人物，她的生命最后定格在2020年6月28日。

我们将永远缅怀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申纪兰。
历史必将铭记，申纪兰是现代中国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第一人。能获得人们广泛的

认同，除了她身上始终洋溢着的当年解放区人民对建设新中国的极大热情，还有她对“冲
破锅台”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的强烈向往。她1946年嫁到西沟村的第六天就下地劳动，
成为当地流传一时的新闻。在李顺达的母亲、共产党员郭玉芝的引领下，申纪兰1949年
前后走出家门，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工作。

1952年，22岁的申纪兰带领村里妇女和男劳力开展劳动竞赛，提出并最终实现了男
女同工同酬。这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一块里程碑。此后，她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
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这位山区农家妇女，以她的劳动和创举塑造
了一个新中国妇女的新形象，和中国劳动力结构的新格局。

历史必将铭记，申纪兰是中国农民成为国家主人的生动见证。从1954年开始，申纪兰
连任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是个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甚、盼甚。”已
经患病的申纪兰说，“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有了说话的权利。当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
利益，代表人民说话，代表人民办事。”今年5月，申纪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建议
将农村水电自供区尽快并入国家电网，对自供区的农网进行升级改造，满足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小组讨论现场，她说：“今年我们最大的任务就是脱贫攻
坚，打赢这场硬仗。我是农民代表，每天生活在农村，知道农民想啥盼啥。我们共产党人就
是要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脱贫致富奔小康，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至今声犹在耳。

她有不当农民的机会，而且这个机会不是稍纵即逝，长达十余年。她却坚持不转户
口，是要把根留在农村、留在西沟。对于自己的行为，她说：“我向周总理保证过，要把西
沟的荒山都绿化了。离开西沟，我还怎么绿化荒山？”“不是西沟离不开我，是我离不开西
沟，离不开劳动。我的根在农村，我只是一名农民。”“我说甚也不能离了土，我是那长在
地里的庄稼，离了土，就活不成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为了不脱离农村，不脱离劳动，为
了保持劳模的本色，承担自己的责任，作出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牺牲。

历史必将铭记，申纪兰是优秀的不忘初心的共产党人。1953年，由于在合作生产中
的突出表现，申纪兰被吸收为共产党员。1973年，申纪兰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第三届省
委委员。职务高了，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但她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始终没有忘记劳
动生产，从春种到秋收，她照样忙在地里。在省妇联工作时，她早上早早起来打扫公共卫
生、打开水、抹桌子。同志们劝她别干这些杂活脏活，申纪兰有一个朴素的解释：“党员干
部的本色是啥？是劳动，是奉献，是服务。”“我的身份是个农民，是个普通劳动者，现在当
了领导就更应该好好地为大家服务。”

改革开放后，西沟党总支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改革政
策，消除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很快在西沟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申纪兰去南方乡镇企业
考察后，在西沟喊出了“无工不富”的口号。从此，西沟这个因为纯农业而闻名全国的村庄，开始了工业化转
型。对于一些企业产品申报“纪兰”品牌，申纪兰说：“只要是规规矩矩经营，老老实实纳税，只要对群众的增产
增收有利，我的名字可以随便用。”从未因此占有企业股份。

多年来，申纪兰曾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等称号。2018年12
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申纪兰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申纪兰“共和国勋章”。

在西沟展览馆外的长形大石上，醒目地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题写的：“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
相传”，凝练出了西沟绽放出的革命情怀的恒久价值与意义，也总结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西沟在李顺达、申
纪兰等党员引领下的变革发展。

在中国农民的心中，申纪兰的名字和她的精神必将永垂不朽！

□□ 本报记者 马玉

6 月 30 日上午 9 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在
山西长治殡仪馆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作最后的告别。6 月 28
日凌晨，这位来自农村见证共和国发展、中国农
村改革的91岁老人溘然长逝。

然而她的精神不曾离去。如同西沟展览馆
外一块长形方石上镌刻着的习近平总书记题下
的“太行精神光耀千秋，纪兰精神代代相传”，从
西沟村深入到祖国各地。

76岁的西沟村村民张正考曾是生产小队长，
是与申纪兰并肩种过树、打过粮、吃过苦、同劳动
的老战友。他说，申纪兰是个老实人，她总说，要
幸福就要奋斗，自力更生就会有出路。

他回忆说，那时候，申纪兰总是带着村民扛
着锄头、唱着自己编的歌上山植树。到了中午，
她带着大伙儿生堆火，烤着窝窝就着水当饭，再
一直干到太阳落山。

今年年初，张正考在村里碰见了申纪兰，“我
要到外地跟孩子过年，她说现在日子好了，多在
外面转转。”没想到却是两人最后一面。

“老太太走之前，特意嘱咐丧事要从简……”
陪在申纪兰身边8年的张娟，话未说完，声音早已
哽咽。用老人生前的话说，她是从苦难中走过来
的。这也使她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并且一直
如此。

两人出去开会的时候，主办方会为二人准备
两个房间，但每次申纪兰都拒绝：“不要浪费那个
钱，我们两人住一间就行。”有一次房间里的苹果
放坏，一半已经烂了，老太太让张娟把好的一半
吃掉，自己背着人吃坏掉的那一半。“有时候我觉
得，她的病就是因为吃得不对付……她最见不得

浪费粮食，每次吃饭都要催促我吃完吃干净。”张
娟回忆说。

曾担任西沟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根考跟申纪
兰搭过村“两委”班子，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清理
村里铁矿厂的厚沉渣时，大伙想着花钱找人来
做，但申纪兰没有同意，自己拿着铁锹在高温炉
下铲，为村里省下5000多元。

艰苦朴素的作风映射出了申纪兰艰苦奋
斗的品格。19 岁时就跟着申纪兰的村民胡卖松
当过生产队计分员，“老西沟、南沟、小花被、东
峪沟……西沟村过去全是一条条沟，现在都变
成了种满树的土地。”每年他还能从村集体领
到 400 元钱。87 岁的老人嘴里念叨最多的是申
大姐很好。

在申纪兰生前的一次采访中，她对记者说，
共产党员的本色是劳动，是奉献，是服务。在村
民看来，她的一生也是这样践行的。去年秋天，
她仍然坚持着到田里收玉米。

6月 27日，病重的申纪兰对西沟村党支部书
记郭雪岗嘱咐道：“我不行了，我的副书记位置，
要尽快补起来。西沟村的‘摊子’铺开了，要办
一件成一件，一样一样地干好。西沟的今天来
之不易，不要让它塌了。记住，要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穷家难当，能省一
分是一分，多了就能办个事！”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总
支书记郭凤莲说，申大姐很坚强，还在病床时
就对她说，自己治得差不多了，还要去北京
参加全国两会。而那时，她每顿饭已吃得很
少了。

“大姐的美德值得一生去学习，她是女中英
豪。几十年来，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会时时
刻刻以她为做人的榜样。”郭凤莲说。

村里人念着申大姐的好

共 和 国 永 远 铭 记
——追记中国农民的杰出代表申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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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要以机关带系统，示范带动地方党委农
村工作部门和农业农村系统持续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培养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队伍。要坚持把政治
建设摆在首位，切实解决“灯下黑”问题，持之以恒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强化
初心使命，不断涵养正气、强固根本、久久为功。

报告强调，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四个意识”和“四
个自信”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筑牢推进党的政治
建设的思想基础。要带头增强维护自觉、坚定维护行
动、提高维护能力，持续推动“两个维护”在农业农村
系统贯彻落实。要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上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上当好“三个
表率”。要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

责统一起来，把让党中央放心和让人民群众满意统一
起来，努力建设“模范机关”。

报告要求，部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强化
政治统领，着力打造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要
加强政治和业务工作互融互促，持续推动党中央“三
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学深学透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等重要论述，不断夯实思想理论基础；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
提高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党员干部政治能力，着力
锻造坚强战斗堡垒和过硬党员干部队伍；要深化政治
巡视，强化政治监督，突出政治考核，持续推动党的政
治建设责任落实到位。

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着力打造作风过硬的政治机
关。要加强党性修养，坚持人民至上，坚守初心使命，

努力为农民谋福祉、为乡村谋振兴，筑牢作风建设的
思想认识基础；要加强调查研究，努力扎根基层，保持
与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健全完
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制度机制，瞄准群众期盼、
发展需要制定政策、谋划工作；要加强党内监督，强化
纪律监督、党建考核、党内巡视、干部考核，接受群众
监督，及时解决问题。

报告会由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韩俊主持。全体
部领导，中央农办秘书局、部机关司局、驻部纪检监察
组、在京直属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及司处长党员干
部代表，部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
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奖代表参加报告会。中央和国家
机关工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有关学习活动。
报告会前，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进行了自学，
并集中交流了学习体会。

强化政治机关意识 走好第一方阵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本报讯（记者 郑可欢）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
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一支约100人的采
购团队特别醒目。这是广东农行组团购买农产
品、助力消费扶贫的场面。据了解，连日来广东农
行分批组织省、市分行 2000 多名员工到东西部扶
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开展消费扶贫。

今年 5 月，广东农行率先发行广东同业和全
国农行首张“消费扶贫爱心卡”，开展“购物立返、
积分兑换”等多种形式的促销优惠活动。目前，
广东农行专门制定了爱心卡开卡指引，辖内各分
支行均组建服务小组，上门为各级政府和事业单

位员工办卡。农行广州分行信用卡中心负责人
冼耀嘉表示，“消费扶贫爱心卡”是推动全省消费
扶贫的有力举措，也是深度参与消费扶贫的具体
行动。

据了解，为全方位推动消费扶贫，广东农行构
建起“线上+线下”消费扶贫模式。客户也可以登
录农行手机银行，随心挑选上万款东西部扶贫产
品，并使用“消费扶贫爱心卡”结算。据统计，目前
广东农行消费扶贫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共帮助全
国832个国定贫困县销售农产品8400多万元，直接
购买金额1100多万元。

农行广东分行:

“线上+线下”双发力推动消费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