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国庆 历史伤痕的记录者

李国庆，1946 年 10 月出生，山
西沁县尧山村人，大专文化，副研究
员，曾从事农民，民办教员，售货员，
剧团演奏员，美工，编剧等工作。1981
年调入沁县县志办工作至退休，现任
沁县政协常委，民革沁县支部主任委
员，山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山西老
摄影家协会会员，受聘任河北省保定
市晋察冀抗日斗争史研究会副会长。

李国庆在担任沁县政协委员的
二十五年间，在履行政治协商、参政
议政、民主监督的三大职能中，为推

动沁县各项事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
策，撰写了大量的提案和信息，积极
反映群众关心的难点、热点问题。他
大公无私，敢发诤言，直击社会和政
府工作中的各类不良现象和作风。受
到沁县历届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
赞扬和好评。二十多年来，年年荣获
沁县政府、沁县政协“优秀提案工作
者”或“模范委员”的光荣称号。

2015 年他编著的套书 《侵华日
军暴行亲历者口述证言》（山西卷）已
成书，现正在寻找出版社出版。

他是农民，却深明事理，知为民
服务大义，脚踏实地，兢兢业业服务
乡亲 30 多年；他只有高中文化，却
以办事认真公道，成为乡亲们公认
的村里“好算盘”；他是大男人，却又
是温柔好丈夫，无怨无悔精心伺候
瘫痪在床的妻子 10 多年。他以默默
无闻、乐于奉献的平凡事迹谱写着
人间大爱，他就是沁县定昌镇福村
村委会计———杨池文。

在 1980 年春召开的县团代会

时，杨池文被表彰为全县“新长征突
击手”称号。由于包干到户进行的又
快又好，杨池文被迎春乡党委政府
和乡团委授予“模范干部”和“优秀
团员”等称号。

杨池文，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
干部，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汉子，但
他却以对乡亲、对亲人朴实无华的
大爱和默默无闻、敢于奉献的精神
赢得了乡亲们的信赖和尊敬，成为
他们眼中的乡贤好人。

杨池文 有情有义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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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怀 尽心竭力为家乡

王德怀是沁县册村人，他 1999
年退休回乡后，一如既往、尽心竭力
为家乡发展办好事实事，博得干部群
众一致称赞。

实干播散一片绿荫。他退休以
后，开发乱石滩，种植杨树、洋槐
树，几经周折筑起了河堤、垫起了滩
地，十几年过后河东的 10 亩杨树已
是粗可合抱，河西的 33 亩洋槐郁郁
葱葱。如今，这片绿荫和不远处的村
文化广场相映成趣，成为人们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牵头组建老年协会。“千军易

得，一将难求。王德怀出面牵头，
推进协会组建工作”。 2012 年 12 月
12 日，沁县册村镇册村老年协会正
式成立。协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老年同志的
喜欢。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开展文
艺活动。

作为一名老干部、老党员，王
德怀始终默默无闻地为家乡、为社
会、为群众办好事，他的行为温暖
了一批人，影响了一村人，带动了
年轻人，夕阳的光辉撒满册村大
地。

杜秀斌 用文化知识“美丽”家乡

杜秀斌，中共党员，中师文化，曾
任初中、高中语文教师、册村镇教办
副主任，曾参与《沁县志》编写。

2013 年，受党支部村委会委托，
负责主编《后沟史记》，又给了他一个
开展文化教育的绝好机会，他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收集大量历史资料，细
心梳理后沟村 5000 多年史实，经过
数年努力，编写了近 20 万字的《后沟
史记》，《史记》 中集中反映了家乡后
沟光彩照人的文化传统，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贡献。着重记述了后沟村
民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用大量史实
激励后人在建设美丽家乡中开拓创

新，争取更大业绩。永大量墨迹，记述
了后沟民兵和后沟人民在抗日战争
中英勇斗争的史迹。激发人们在中华
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抵御外辱的
民族精神。生动记述了后沟村民高品
味的业余生活。引导家乡人民物质精
神两手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后沟史记》为存史资政、淳化民
风、净化村风提供了系统、完整的历
史资料，对后沟村目前开展的实施

“一园两路”战略，开展休闲、观光旅
游，建设特色小镇，有着一定的借鉴、
推动作用。

刘清河 广阔天地显身手
刘清河，男，26 岁，中共党

员。2012 年 7 月毕业于山西农业大
学，当年 8 月，成为一名大学生村
官。在村里，他是党支部书记，同
时他又是村里计生宣传员、新闻播
报员、农业生产指导员、护林防火
检查员、社情民意调研员。他用自
己的知识和热情得到了村里干部、
群众和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2013
年 11 月荣获 《第十三届全国村长论
坛》 重教富民优秀村官荣誉称号；
2014 年 5 月 4 日刘清河被评选为长
治市优秀青年标兵，并荣记个人二

等功；2014 年 6 月荣获全市职工演
讲比赛一等奖；2014 年 7 月荣获全
省职工主题演讲比赛金奖，荣记个
人一等功；2014 年 9 月荣获长治市

“美丽乡村”故事大赛一等奖。 2014
年 9 月 21 日荣获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培养工程”优秀
学员；2014 年 11 月荣获长治市十大

“乡村好青年”荣誉称号；2014 年 12
月荣获山西省十大“乡村好青年”
荣誉称号；2015 年 2 月荣获“引深

‘六条路径’实施‘六大攻坚’”带
动农民增收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刘耀文 乐为群众解忧愁

刘耀文，男，1949 年 4 月出生，
中共党员。1966 年至 1969 年期间担
任待贤乡人民公社文教副指导员，
1969 年至 1976 年在部队服役，此后
分别担任漫水乡、新店镇武装部长，
南池乡乡长，西塘乡党委书记，县司
法局局长等，2010 年退休。退休后至
今被聘为沁县交警大队交通事故调
解员，从事交通事故调解工作。

感情投入法、换位思考法、辩证
开导法、阳光融化法、细雨渗透法、
点穴针灸法、冷却降温法、按摩放松
法、触景生情法、外力借助法、提前

预警法、法规定位法，以上十多种矛
盾纠纷调解技能，是我五年来在实践
中创新总结的一点经验与做法。五年
来我运用这些成功调处交通事故引
发的矛盾纠纷 3524 起，其中疑难复
杂案件 55 起（指 3 人以上伤害），死
亡案件 161 起。我的工作受到市、县
各级政法委领导的高度评价，也受到
社会公认和群众点赞。

调解工作是艰难的，需要我们
不断创新，坚持打拼，路在脚下，我
的余生将沿着这条道走向永远的明
天。

龚来文原籍河南滑县，三年困难时
期，他从老家扒火车逃荒落户到山西省
沁县杨安乡佛堂岩村。从 1966 年 1 月 9
日起，他开始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
至今已有五十多个年头，74 岁高龄，仍
坚守在基层一线。在他的带领下，佛堂
岩从一个逃荒村变成了如今的山地庄
园、幸福乐园。2014 年，他又将连续七届
的省级文明村变成了全国文明村。

一、常记责任重如山，造福一方百
姓。他带领干群按人划片，成活交账，梯
次推进的方式，历时十年，实现了绿化
万亩山、人均万株树的目标，把佛堂岩
变成了一座绿荫满山的生态庄园。二、
常抓文明作引领，聚合上下同心。实行

风常吹、会常开、事常议三条线抓文明
建设，传达上级精神政策，过好传统节
日，凡是重大事项都交给群众决定。三、
常思创业要苦干，当好干群表率。作为
村主干他敢于担当。2009 年，村里林权
制度改革期间，龚来文组织村民召开
30 余次会议，形成了“分股不分山，分
红不分林”的林权改革模式。

几十年来，龚来文获得了全国绿化
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对
照“六大发展”理念，他又有了新的目
标，依靠生态崛起的佛堂岩，以农民增
收为重点，提高村民幸福指数为核心，
努力打造上党绿色第一村。

龚来文 半个世纪的坚守

王进仁，男，1943 年生，1959 年
参加工作，2003 年退休，由工人到干
部整整工作了四十五个年头。曾被评
为省级劳模一次，市级劳模三次，县
级劳模多次。

2008 年退休回村后，第一件事
就是通过调查，把全村 38 名退休人
员组织起来，创建了联谊会（学习读
书会），每月逢九（初九、十九、二十
九）组织学习三次，每次学习都要求
大家做好学习笔记，写学习心得。

联谊会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设

有三组一室（学习组、宣教组、文体
组、办公室），联谊会在王进仁同志
的组织、影响、带动下，通过读书、学
习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山西老年”
总编张永利专程采访，并在“山西老
年”的大量篇幅发表了长胜联谊会的
先进事迹；2012 年“人民代表报”12
月 11 日选为“民情、民意互相养老花
正开”；“山西晚报”“山西社会报”

“长治日报”“沁州日报”都以不同的
形式发表转载了长胜联谊会学习、读
书的先进事迹。

王进仁 “书迷”带领乡亲共学习

温进元，1996 年 4 月退休后温进
元回到了家乡南里村，拉开了“在职
为党作贡献，退休为民立新功”的序
幕。一、发挥余热，自筹资金创办文化
大院，在征求广大群众和有识之士的
意见建议后，个人出资 3 万余元，先
后投资万余元购置了文化活动，于
1999 年 3 月 8 日挂牌成立了沁县第
一家以个人出资创办的“南里乡晋元
文化大院”。二、发动群众，与时俱进
开展文化宣传，温进元依据政策结合
民俗编写了快板、歌曲、三句半、古
书、对唱、合唱等节目，先后编排了
《歌颂党的领导人》 等近百个节目。

三、热心邻里，为民写对联，急他人所
急，借钱帮助。从工作到退休，该办的
和能办的事情一样不拉，积极为社会
作贡献，报答家乡养育之恩。2009 年，
被中共中国建设银行委员会评为“中
国建设银行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
2012 年元月 17 日，被县文明委评为

“沁县第三届道德楷模”。2012 年 6 月
被沁县关工委聘为“五老组长”。2013
年 7 月，由长治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局命名为：“长治市群众自办文化先
进单位”。2013 年 11 月，论文《浅议心
态与健康》 被中国老年学学会评为

“优秀论文奖”，并颁发证书。

温进元 文化大院立新功

赵书堂，段柳乡段柳村人。1971
年 6 月，在当时村里缺医少药的艰
苦条件下，她通过多次外出学习并
自筹资金，办起了村里唯一一所医
疗所，至今一直担任村里的医疗卫
生服务工作。多少年来，不知为多少
困难群众义务打针、输液，有时还为
特别困难的群众补贴医药费用，受
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76 年 5 月，
在当时没有任何待遇的情况下，她
自愿担任了村里计划生育信息员。
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的工
作，特别是最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

者，她一干就是 30 多年。1992 年 1
月，她出任村妇联主任，成了村里妇
女的贴心人，一直到今天谁家有事
都愿和她去说说，听听她的意见。在
从事妇联主任的工作中，她兢兢业
业，认真负责，多次受到各级政府的
表彰。“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赵书
堂的人生信条。她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村里人尊敬的态度，乡亲
们信赖的眼神，以及上级领导的表
彰，都是对赵书堂的肯定，激励着她
更加坚定了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做
出更多平凡而又伟大的事情。

赵书堂 友善博爱睦乡邻

日前，由市委宣传部、市委政法委、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司法 局、市农委、市文化局、团市委、市妇联、市文明协会联合举办了首届长治市 百名“当代乡贤”评选表彰活动揭晓。由我县县
委宣传部、县文明办推荐的龚来文、刘耀文、王德怀、王进仁、温进元、杨池文、李国庆、刘清河、赵书堂、杜秀斌等 10 人荣获“当代乡贤”荣誉称号。该活动通过发动群众推荐、组织择优推荐、集中公示评

选、进行隆重表彰四个阶段进行，旨在大力继承和弘扬优秀乡贤文化，充分发掘乡贤文化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有效发挥新乡贤嘉言懿行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凝聚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本次
活动我县多人受奖，是我县近年来大力度培育好人文化、选树道德楷模丰硕成果的大检阅，更是不断强化精神文明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本报特刊，以飨读者。

长治市首届百名当代乡贤
编者按：

（沁县篇）

（以表彰顺序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