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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5月11日，在春日的阳
光里记者走进包头市土
右旗将军尧镇王保公村，
眼前是10000亩水电路全
部配套的农田，1500亩的
订单高粱，占地238亩的肉
羊养殖基地，12栋井然有
序的“小农庄”……从2009
年到2018年这9年的时间
里，“王屯良”这个名字始
终是王保公村民们热议
的“榜首”，“我们村有个

‘办实事闹不住’的书
记！”村民刘换换开心地
说：“现在村里大小事有
他带头我们才敢放手干！
主要是大家对他信任！”

“2013年我家的30亩
土地被列入中低产田进
行改造，当时老汉我怕修
路、建渠多占了我家的
地，于是没少给屯良惹麻
烦。”今年81岁的徐二娃
谈及土地开发这事就觉
得很惭愧，“现在回想起
来真是瞎操心，万亩土地
开发以后我家30亩的耕
地变成了32亩，地里的土
棱棱、小坑坑都没有了，
路、渠都给咱们建到田间
地头，现在方便得很！把
自己家的闸往开一拉水

就浇了，不用你动一铁
锹 ， 也 不 用 弄 个 泥 腿
腿！”

为了整合全村的土
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及使
用面积，2013年秋天，王
屯良在不耽误农事的前
提下搞起了万亩土地开
发，起初村民们反对的声
音很多，“没办法，先整
合我们家三姑六婆亲戚
家的土地，别的村民一看
把自己家的地都给推了，
慢慢就接受了。土地开发
后水好浇了，地多了，种
植成本降低了，收入也提
高了。虽然过程并不是一
帆风顺，但是只要真心实
意为村民办好事儿，大家
慢慢就会认可你！”王屯
良对记者说：“有好事谁
不想干？群众不理解、不
接受还是因为沟通不到
位，我是农民的儿子，自
然要为农民谋福利，骂我
打 我 也 要 为 大 家 谋 幸
福！”

采访过程中王屯良的
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原来
是村民张五五打电话问
询千亩土地流转的事儿，

“我这事儿不听王屯良面

对面和我说，心里就不踏
实！”

原来2018年王保公村
打算从农户手中流转1500
亩的土地种植高粱走订
单，200亩的土地种植小
杂粮生产农家酱料，流转
区域内正好有张五五家
20多亩地，这可把他急坏
了，“我平日里身体不好，
就把土地以每亩100元的
价格租了出去，现在听说
人家村里流转土地费每
亩给500元，自己种还给
一亩150元的辛苦费，秋
天除去各项开销还给对
半分红，不能再走老路包
地了，我能不着急了？”听
见张五五的话，王屯良给
他吃了颗定心丸：“最起
码保底每亩650元就拿在
手里了，比包给别人强！
何况这也是产业结构调
整的必然趋势……”

这边的话还没说完，
那边刘换换就把王屯良
拉到了他家的“小农庄”，

“商议商议5月柿子上市
后我还种啥能赚钱？”刘
换换愿意听王屯良的建
议是有原因的：“2011年王
屯良给我们跑前跑后建

起了占地5.5亩有大棚、有
明地、有猪圈、有羊圈、还
有住人小院子的‘小农
庄’，当时人们没见过这
种模式，我们自己出资5
万，政府各项补贴20几
万，就这也没有人干，全
村规划36户就基本解决
了全村的劳动力了，可结
果只有12户跟着屯良，现
在我们这12户每年的纯
收入均在4万元左右，把
别人家羡慕的……”刘换
换很自豪地说：“我今年
63岁了，可算是村里种地
的‘小后生’，有了‘小农
庄’我现在种地没有过去
那么辛苦了，在大棚里忙
完走3米就回家了，温暖
的大棚和热乎乎的炕头
连在了一起，种、养、住三
位一体，收入还翻了几
番，要不是当时听了屯良
的话，转变了自己的老思
想，估计现在还穷的了！”

今年41岁的王屯良在
年轻时就做起了小生意，
对经商之道也有自己独
到的见解，说到村里的发
展王屯良也思考了很久：

“村里要发展没有产业是
不行的，就跟咱们老百姓

过日子，手里没钱拿啥挣
钱？”说干就干，2011年这
个村民口中“办实事闹不
住”的书记又搞起了肉羊
养殖和深加工，从起初签
订养殖合同的800户到如
今的2380户，王屯良一步
步的带领乡亲们过上好
日子。

“我今年68岁了，养了
300多只羊，常年免费在
屯良的养殖场里养羊，羊
肉保底价给我是每斤23
元，市场行情好就按市场
行情走，去年我挣了14万
吧，我老汉可能比你们年
轻人都挣得多是吗？”张
先来高兴地反问记者：

“以前我是在自己家养了
100多头羊，还得放羊、卖
肉，一年下来挣个2万元
就是好收入了，加之也不
了解市场需要什么类型
的羊肉，价格卖不上去，
那窘境愁的我头发很早
就白了！我觉得还是现在
好，直接和企业挂钩养羊

有保障！”
“农民有劳力和技术，

企业有资金和市场，二者
一结合，实现致富梦的困
难就少了很多！”王屯良
告诉记者，“加之现在国
家提倡三产融合发展，我
们把饲草料种植、肉羊养
殖、加工、成品销售、餐饮
都融合起来，用乡村企业
来引导农户种植、养殖，
这样就解决了市场信息
不对称、市场销售难等诸
多问题。我自己富裕的同
时也要考虑乡亲们的增
收问题，一人富不算富，
富 一 村 才 是 我 们 的 目
标！”

2018年王屯良被评为
“全国劳动模范”，对于此
项殊荣，他有自己的理
解：“这是对我的肯定，更
是对我的鞭策，扎根农
村，服务农村，只要农民
富裕、乡村美丽，我就一
直奋斗下去，让我再干20
年我也愿意！”

新华社成都5月8日

电（记者 吴文诩 张海

磊） 在四川省自贡市自
流井区仲权镇竹元村，
修林密竹中掩映着一座
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
院：小青瓦、桩板墙，透
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
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
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
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
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
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

卢德铭，字邦鼎，又
名继雄，1905年6月9日
出生。少年时期受五四
运动影响，阅读了《新青
年》等进步书刊，开始接
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2
月，卢德铭持李筱亭（同
盟会会员，孙中山秘书）
的信函拜见孙中山，经
孙中山面试、推荐，被黄
埔军校破格录取。在黄
埔军校学习期间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25年2月，卢德铭
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
东征战役，任学生军侦
察队长。同年6月毕业留
校，在政治部组织科当
科员。1925年11月，调国
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
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连
长。1926年5月，独立团
担任北伐军先锋，从广

东省肇庆出发，挺进湖
南。6月初，卢德铭率部
坚守安仁县城以北的渌
田镇，不仅打垮了进攻
之敌，还主动发起反击，
全歼残敌，受到叶挺的
称赞。在平江、汀驷桥、
贺胜桥等战斗中，卢德
铭指挥果断，身先士卒，
屡建战功，晋升为第一

营营长。攻克武昌后，独
立团改编为第73团，卢
德铭任参谋长。

1927年6月，国民革
命军第二方面总指挥部
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
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
担任团长。1927年8月1
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
一枪。8月2日，他率部开
赴江西，未赶上南昌起
义，遂转移到江西修水与
平江、浏阳农军会合。

9月，卢德铭率警卫
团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
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
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总
指挥、中共湖南省委前
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受
挫后，在9月19日的文家
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
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

起义军转移到敌人力量
薄弱的农村山区。卢德
铭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
张，认为再攻长沙就有
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一
意见，对于会议统一思
想起到了重要作用。会
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
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
张，决定部队沿罗霄山
脉向南转移。

9月25日拂晓，起义
军从芦溪出发南进。当行
进到山口岩时，后卫第3
团遭到敌军伏击。在这危
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
出，率领一个连的兵力前
往增援。他指挥部队抢占
制高点，用猛烈的火力还
击敌人，同时指挥被打散
的第3团官兵迅速向前卫
部队靠拢。在这场恶战
中，卢德铭不幸身中数

弹，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对卢德铭深为赏识的毛
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
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
卢德铭！”

卢德铭已经牺牲90
余年，历史和人民不会
忘记这位为中国革命和
军队建立发展做出过贡
献的革命英烈。如今，烈
士家乡仲权镇建有市级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卢德铭烈士事迹陈列室
和卢德铭烈士纪念馆，
原貌保护卢德铭故居的
部分房屋。全区还集中
实施了征集德铭精神表
述语和诗文原创歌词、
重走革命路等“九个一”
系列活动，“德行兼备、
铭记使命”的卢德铭精
神在自流井大地得以弘
扬和传承。

“干事创业闹不住”的好书记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宋阿男 实习生 赵 丹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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