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德政于中原”的文敏生

一

文敏生同志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
垣曲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5 年参
加革命，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
年团，1937 年 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
豫南人民军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主
任、中共信桐确边县委书记、中共信应
地委副书记、鄂中地委书记兼新四军
五师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鄂西北区
党委第二副书记兼鄂西北军区第二副
政委、江汉二地委书记兼二军区政治
委员、中原高干队支部书记、湖北荆州
地委书记兼荆州军分区政委。在以李
先念同志为首的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
军五师党委的领导下，为豫南、鄂中地
区、信应地区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
建设，为夺取这几个地区抗日战争的
胜利建立了功绩。在任江汉军区政委
期间，遵照中央和中原军区关于中原
突围的指示，文敏生率江汉军区主力
部队 6000 人，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
强渡襄河天险，与南路突围的王树声
同志率领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胜利会
师，共同创建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
北根据地和江汉根据地。在极端困难
的条件下，挺进大别山，坚持游击战
争，牵制了大量的敌军，为夺取全面胜
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敏生
同志先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
部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社会部
部长、华南边防军政治委员，广东省副
省长，广东省委书记。他在防特反特、
镇反肃反的复杂斗争和发展广东的工
业生产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1961 年 2 月，中央决定调文敏生
同志到当时国民经济非常困难、饥荒
十分严重的河南工作，他先后担任中
共河南省委常务书记、省长、省委第二
书记、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面对河南三年自然灾害极其困难
的局面，刚刚到任三天，文敏生同志就
深入重灾区原阳、延津、封丘等地走村
串户，了解灾情。他亲眼看到许多群
众家徒四壁，不少人卧病在床，心情十
分沉重，当即交代随行的省人委秘书
长刘峰等：“赶快给这里的群众拨点豆
子，像这样的情况如不采取断然措施，
立即解决生活、生产问题，我们怎能对
得起老百姓呢！”当一些群众向他反映
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饭时，他果断
地告诉当地干部和随行人员说：“要按
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
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
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
回家做饭。”根据文敏生同志的建议，
省委做出了保人、保畜、保生产的正确
决策。荥阳一些群众建议留一些自留
地，文敏生同志肯定了群众的意见：

“社员种自留地、开小片荒，打了粮食
是社员的，也是社会财富嘛，它跑不到
美国去！”省委常委会议同意了这个意
见，向全省发出了允许社员开垦耕种
小片荒地的通知。

随后，文敏生同志又到豫东豫北
盐碱沙荒地区深入调研，听取群众关

于借地度荒的意见。在省委常委专门
研究借地问题的会议上，文敏生同志
说：“既然能吃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
粮食，为什么不能借地给农民呢？”省
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并上报中央和中
南局。经批准后，1962 年 3 月以省政
府布告公布了准许借地的政策规定。
广大干部群众欢欣鼓舞，称借地是“度
荒政策”“救命政策”，称赞文敏生同志
是“救人民于水火、播德政于中原”的
好领导。在当时能做出留自留地和借
地度荒等三项决策，是要有极大的政
治勇气和担当精神的，更是要冒政治
风险的。

文敏生同志在负责开展“甄别平
反、纠正‘左’的错误”工作中，经省委
同意，首先给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和
处理的潘复生等一批干部平反，又为
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处理
的一批干部平反。按照邓小平、陶铸
同志对河南这项工作“可以一风吹”的
指示，共对 118 万受到错误处理的党
员、干部以及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大
大增强了河南党的团结和人民的团
结。

三

提出学习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
神。文敏生同志多次到豫东和兰考调
研生产救灾以及盐碱地、风沙的治理，
在听取了焦裕禄同志三年改变兰考面
貌的治理规划时，文敏生同志予以充
分肯定。

1964年5月，焦裕禄同志病故后，
文敏生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讲，焦裕
禄同志的事迹深深教育了我，建议省
委号召全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要树
立焦裕禄这个典型。随后，在召开的
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和省委救灾动员大

会上，文敏生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
习焦裕禄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世界观、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文敏生同志在会上提出：“特别是县以
上领导干部，要以焦裕禄同志为镜子，
紧密结合当前工作，检查思想，找出差
距，改进工作。”

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张应先同
志在后来写的《焦裕禄事迹是怎样被
发现的》一文中这样写道：“正在考虑

（焦裕禄先进事迹）报道怎么入题的时
候，省委召开了生产救灾动员大会。
在会上，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文敏生表
扬了已故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说
他是生产救灾中涌现出的一名优秀领
导干部，全省干部都应该向他学习。
文敏生同志这个动员对我们真是雪中
送炭，它表明了省委的态度，点明了宣
传报道的现实背景。会议结束后，我
在会场立即跑到主席台向文敏生省长
汇报了想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文省长
说：你们要去兰考好好采访一下，把焦
裕禄的事迹写好。回到分社后，我就
对鲁保国、逯祖毅说：新闻由头有了，
走，马上动身去兰考！”1964年11月19
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发了张应先
等三位同志采写的焦裕禄事迹。之
后，河南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号召全省
干部学习焦裕禄同志。

1965 年底，新华社副社长穆青等
到河南了解灾情，在采访文敏生同志
时，他向穆青不仅介绍了全省的救灾
情况，还介绍了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并
说，河南目前的情况就需要这样的干
部，建议新华社进一步采访一下。最
终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写的长篇通讯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人
民日报》刊登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
响。

1965 年，在省委召开的山区工作
会议和地、县委书记会议上，文敏生同
志向大家总结推广了林县县委带领全
县人民艰苦奋斗、修建红旗渠“引漳入
林”的经验，指出“从一个县来说，县委
是战斗司令部，是群众革命行动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并称林县县委是一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1965
年，在参加林县红旗渠分水岭通水仪
式时，他对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壮
举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面，文敏
生同志总是率先垂范。每到一地，他
总要到一些群众家里，边看边聊，问寒
问暖，把发现的问题、建议，都记在笔
记本上。调研时，从不吃招待饭，按定
量标准就餐，按定量标准交钱交粮票。

在省委模范作用影响下，经过两
年多的工作，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在较
短时间内渡过了困难。文敏生同志在
1963年1月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提
出：“争取以粮棉为中心的农业全面丰
收，使国民经济恢复得更快一些。”会
议决定，坚持以粮为纲、粮棉并举、发
展经济作物的方针，四年基本实现农
业生产全面恢复的目标。按照这一目
标，文敏生同志认真贯彻中央方针，结
合河南实际，使河南的经济建设、工农
业生产较快地走出了困境。到 1965
年，河南原来比例严重失调的经济关
系基本得到了调整，全省工农业总产
值比大灾前增长了42.8%。

（《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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郏县三苏园内芳草萋萋、松柏苍苍，
是个清雅的好去处。三苏园内葬着宋代
的三个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乃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轼是万千文学青年的偶像，其名
如雷贯耳，妇孺皆知。苏辙是苏轼的弟
弟，苏洵是苏轼、苏辙的父亲。

“唐宋八大家”，老苏家占了仨，人称
“苏门三学士”。这在中国文学史上空前
绝后。

苏轼、苏辙都考中了进士，苏洵却连
秀才也不是。有人打趣说，苏洵最优秀
的作品不是文章，而是儿子。

其实，苏洵并非一开始就是好父
亲。他刚当爹时，既不求学，又不上班，
常撇下老婆、孩子出去玩，缺乏家庭责任
感。

直到老母亲去世，苏洵才意识到人
生短暂，当有追求，于是“年二十七，始发
愤读书”，并因材施教，辅导苏轼、苏辙学
习，带着儿子到各地游学，增长见闻。

公元 1056 年，苏洵领着苏轼、苏辙
到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路过洛阳，赏过洛
城的春花和绿树。那时的苏轼和苏辙踌
躇满志，一心施展才华，“致君尧舜”。

父子三人到开封以后，拜会了文坛
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很欣赏他们的文
章，大力推荐，一时间，“三苏”名动京城。

他们在河洛地区游学多日。公元
1057年，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双双
考中进士。 （《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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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前的寒冰冷夜，如何催生出
贞观之治的温暖春天。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千古一
帝，唐太宗李世民的明君圣主之路充满
艰难坎坷。从少年起兵到秦王破阵，从
致治贞观到可汗天下，太宗功业在他本
人和白居易、杜牧、李贺、皮日休等人的
诗篇中尽显峥嵘。

唐宪宗元和年间，诗人白居易写下
旨在“美拨乱，陈王业”的《七德舞》，诗
云：

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

乐终稽首陈其事。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
魏徵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
则知不独善战善乘时，以心感人人

心归。
尔来一百九十载，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圣人有作垂无极。
岂徒耀神武，岂徒夸圣文。
太宗意在陈王业，王业艰难示子孙。

“七德”是《左传》中关于武功的七种
美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
众、丰财。“七德舞”是唐朝官方审定乐
舞，在以歌颂李世民武功为主要内容的

《秦王破阵乐》《破阵乐舞图》基础上改编
而成。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遂写
同名诗作《七德舞》，铺陈太宗从“十八举
义兵”开始的往事征程。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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