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生同志生平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
家、军事家，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中
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
主任，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
令员，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

因病于
2011

年
5

月
8

日
15

时
20

分在
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李德生同志
1916

年
4

月出生于河
南省新县陈店乡李家洼村一个贫苦农民
家庭。

1928

年
6

月，中国工农红军解放了
他的家乡。他当上了童子团团长，积极参
加站岗放哨、送信、带路等活动。

1930

年
2

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

年
2

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2

年
2

月，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李德生同志先
后在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一军、红
四军任战士、通信员、传令兵、班长、连政
治指导员、交通队党支部书记，参加了黄
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
（山）、嘉陵江等战役战斗，以及红四方面
军西征。 在创建和保卫川陕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中，他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在川
陕革命根据地反“围攻” 的八庙垭战斗
中，左胸被子弹打穿，因伤及神经，从此
左手留下残疾。他利用养伤时间，阅读了
《红色战士必读》、《列宁学校读本》、《干
部必读》等书籍，思想和文化水平得到明
显提高。

1933

年
8

月，他被推举为代表出
席了川陕省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5

年
6

月，因遭到诬陷，被撤销党支部
书记和班长职务、开除党籍，但他仍然坚
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下转第四版）

5

月
14

日，李德生同志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

周永康等前往八宝山送别。 这是胡锦涛与李德生亲属握手，表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记者鞠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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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同志，前往医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德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

５

月
14

日电中国共
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
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我党我军卓越的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
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
央军委原委员，总政治部原主任，北京军
区原司令员，沈阳军区原司令员，国防大
学原政治委员李德生同志的遗体，

14

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德生同志因病于
2011

年
5

月
8

日
15

时
2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6

岁。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
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李德生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4

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
严肃穆，哀乐低回。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
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德生同志”，横
幅下方是李德生同志的遗像。 李德生同
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
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10

时许，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
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

周永康、王乐泉、王兆国、王岐山、回良
玉、刘淇、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张德
江、郭伯雄、李瑞环、李岚清、曾庆红、吴
官正、罗干、何勇、令计划、华建敏、陈至
立、梁光烈、马凯、陈奎元、钱运录和迟浩
田、张万年、李铁映、蒋正华、顾秀莲、热
地、肖扬、杨汝岱、宋健、钱正英、李贵鲜、

徐匡迪，中央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

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
亮，以及傅全有、于永波、王克、王瑞林、

乔清晨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德生
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 向李德生同志
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慰问。

中共中央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政协办公
厅、中央军委办公厅、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门、 解放军四总部及驻京各大单位
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 以及李德生同志
的生前友好和家乡的代表也前往送别。

李德生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前
往医院看望或以各种形式向其亲属表示
慰问的还有：王刚、汪洋、张高丽、俞正
声、徐才厚、薄熙来、李鹏、万里、乔石、朱
基、宋平、尉健行、王沪宁、路甬祥、乌
云其木格、韩启德、周铁农、李建国、司马
义·铁力瓦尔地、蒋树声、陈昌智、严隽
琪、桑国卫、孟建柱、戴秉国、王胜俊、曹
建明、廖晖、杜青林、帕巴拉·格列朗杰、

马万祺、白立忱、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
提、李兆焯、黄孟复、董建华、张梅颖、张
榕明、孙家正、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

万钢、林文漪、厉无畏、罗富和、陈宗兴、

王志珍、何厚铧和张劲夫、郑天翔、刘复
之、杨白冰、丁关根、田纪云、姜春云、钱
其琛、吴仪、曹刚川、曾培炎、王汉斌、张
震、倪志福、王丙乾、邹家华、王光英、布
赫、铁木尔·达瓦买提、彭云、周光召、

曹志、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石孙、

成思危、许嘉璐、盛华仁、唐家璇、韩杼滨、

贾春旺、叶选平、任建新、孙孚凌、万国权、

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致用、王文元、

王忠禹、张思卿、丁光训、罗豪才、张克辉、

郝建秀、张怀西、李蒙、邓力群。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我们的父亲李德生
14

岁参加革命，经
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
美援朝战争等血与火的考验。 但是，父亲从
不争功诿过。

1942

年
5

月，正值日军对太行
山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他任

129

师
769

团
一营营长，仅率一营之众（还少一个连）在南
艾铺抗击数万精锐的日军合围，成功地掩护
了八路军总部突围。 上甘岭战役中，在战役
成败的关键时刻，他临危受命，统辖指挥

12

军、

15

军，以及战场上的其他部队，取得了
战役的最后胜利。 多年来，他从不提自己指
挥了上甘岭战役，连我们子女都不知道。

父亲一生三次“深入虎穴”。 抗战时期，

为了制订严密的作战计划，攻克友军两战未

拿下的扼制晋中交通要道且具有战略意义
的日军马坊坚固据点。身为团长的他化装成
农民亲自进入据点侦察敌情，之后，他亲自
率领仅

82

名战士一举端掉该据点。 此战被
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典型的歼灭战”。

父亲出身于贫苦雇农，他的心里，无时
不在惦念着人民的疾苦。 三年自然灾害时
期， 他拒绝领取机关按标准给军首长补助
的主副食。 我们家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作
为一军之长的父亲，他经常以豆饼、豆渣及
南瓜（自己种的）等充饥，结果有时腹泻，又
有时解不下大便，以致落下病根。父亲任

12

军军长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 为解决部队
吃饭问题，他跑遍华东三省，亲自勘察选址

在安徽省全椒县的荒草圩， 开发出数万亩
水稻田的农场。 父亲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
“泡”在基层，在任沈阳军区司令的十几年里，

他跑遍了白山黑水的所有大小边防哨卡，解
决了边防部队武器装备抗寒保暖、巡逻设伏
等诸多困难及有关问题。 他任国防大学政
委、党委书记时，把教职员工和学员的办公
室、宿舍、教室都走遍了，他常说，国防大学虽
是大军区一级， 但要采取团一级的工作方
法。 从军长到总政主任、从北京军区到沈阳
军区，从部队到国防大学，他不但关心部队
的干部、战士，而且关心部队的随军家属。 每
到一地，他都要挤时间到家属区挨家挨户探
视， 到每一个干部家里走访，（下转第四版）

□

本报记者孟磊

眼下，我市水稻产区群众抓住有利时机，加紧保水插秧，确保秋
粮丰产丰收。 图为淮滨县群众正在秧田里插秧。

本报记者赵雪峰摄

基层组织 试验区发展的脊梁

———固始县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管理体制机制工作纪实

自试验区建设以来，固始县紧紧抓住
发展这个主题，围绕全县农村改革发展实
际，大胆打破城乡、区域、时空和和公私界
限，先后建立了联合型党组织

38

个、产业
型党组织

57

个、 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
118

个、外建党组织
128

个，从而实现了
党组织建设和管理全覆盖，使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有力地促进了试验区建设。

做好“两篇文章”。 该县认真做好“创
新支持创业人才投身农业体制机制”和
“创新组织设置、加强民主管理”两篇大
文章。一是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大力加强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特色农业
人才示范基地建设， 培养农村实用人才
带头人；抓好高层次人才、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加大人才引进、管理、使用力度，

重点引进全县各行业短缺专业人才，加
强与固始籍在外专家的沟通和联系。 加
强人才服务站建设，按照“七有”的总体
要求：即有办公场所、有牌子、有人员、有
制度、有活动资料、有热线电话、有信息
平台， 在全县相关部门和乡镇建立人才
服务站，积极为各类人才提供工作平台，

使之成为“资源共享、活动共抓、服务共
建”的联络站。 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创新民主管理体制机制。 通过创新农村
基层组织设置形式、 尊重党员的主体地
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深化党建“三级
联创”， 完善农村基层党员服务站建设、

切实做好发展党员等工作， 不断增强农
村基层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通
过开展村民自治模范村创建活动、 创新
“无候选人”选举村干部方式、推进村务
公开、推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加强基
层廉政建设、 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
活动等工作，不断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增
强基层民主管理的公开性、民主性、科学
性。 同时，建立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党内激
励、关怀和帮扶工作机制，建立村干部培
养选拔机制、大学生村干部创业机制、村
干部队伍社会保障机制等。

建好“三支队伍”，即党员、干部、人
才队伍。 该县一是以尊重党员主体地位
为切入点， 完善服务体系， 建好党员队
伍。 丰富活动载体，提高党员素质，确保
党员发挥作用“有能力”；拓展党务领域，

畅通建言渠道，确保落实党员权利“有路
子”；创新选举方式，推进公开选任，确保
发挥党内民主“有制度”。 （下转第二版）

近日，潢川青年胡星（右四）在向村民传授大棚蔬菜的种植技术。胡星大学毕业后回
到家乡潢川成立了隆古乡大学生创业园。截至目前，胡星的创业园已创收

20

多万元。今
年，胡星荣获了第

15

届“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陈柏松邢建国摄

罗山县

提高资源利用率促农民增收

本报讯（段发广黄勇熊道锋）

近年来，罗山县从提高资源利用率入
手，科学安排耕地复种指数，促进农
民增产增收。

2010

年，全县人均纯收
入在

5223

元以上。

淘汰低产低效产品。该县科学利用
现有资源，提高多种经营集约化生产水
平。 改原来的粮食、经济“二元结构”为
粮食、经济、饲料“三元结构”，农村产业
结构进一步优化。 在科技推广上，组织
人员筛选适合本地生产经营的科技成
果并进行推广普及；在管理上，推广立
体种养模式，扩大杉林间作套种

120

多
万亩，提高复种指数近

22

万亩。

深度挖掘现有资源潜力。该县采
取股份、联合、承包等形式，鼓励农民
向“五荒”要收入，挖掘现有山、水、林
的综合效益。 目前，全县茶园总面积

达
16.5

万亩， 新增省级和市级产业
化龙头企业

6

家； 蔬菜种植面积
10

万亩，总产值
8

亿元。

合理配置劳力资源。该县针对人
均耕地较少的实际，大力开展劳务输
出。目前，先后组织劳务输出人数

23

万人，实现劳务总收入
30

亿元。在外
务工农民利用挣回的钱扩大再生产，

既有力保障了现代农业生产，又壮大
了其它经济发展，实现了“以工补农”

的最佳效果。

力促服务业快速发展。该县大力
发展连锁经营、 物流配送和金融、保
险、电信、餐饮、社区服务等产业，农
村现代流通体系和市场网络日益完
善，“新网工程” 网点扩建到

520

个，

农村连锁超市（农家店）发展到
290

家，覆盖全县所有的行政村。

有序放大 有效提升

———淮滨县委书记吴刚谈试验区建设

2010

年，淮滨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加
压奋进，纵深推进八项改革，强力攻坚六
场硬仗， 试验区建设呈现出新典型不断
涌现、新成效陆续展现、新经验相继出现
的良好局面。 综合考评成绩实现向前大
跨越、 金融创新跃入专项改革优秀奖行
列，打了一场漂亮翻身仗。

“淮滨县
2011

年的试验区建设工
作，依然任重道远。 我们结合县情实际，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以加快发展方式转
变为主线，坚持‘四个重在’实践要领，坚
持‘三化’协调发展理念，乘势加力，抓好
基层，夯实基础，沿着‘六个放大提升’的
方向努力前行。 ”淮滨县委书记吴刚这样

对记者说。

吴刚说，淮滨县在今年试验区建设中
突出以下重点：一是土地流转挖潜能。 坚
持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源投入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继续推行“大户联合、订单农
业、农业工厂、专业合作”等四大土地流转
模式，引导农村土地“四个集中”，即向大
户、能人、优势种植业、龙头企业集中。

二是金融创新激活力。 在现有基础
和资源上，进一步健全信用体系，健全金
融机构，完成农信社改制、启动村镇银行
新增网点建设；优化金融服务，建立健全
政、银、企共同参与的金融风险预警和应
对机制，着力促进资产确权、资本落地和
风险化解， 引导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建
设规范健康运营。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

产品，切实开展好农村“五权”、“船权”确
权办证和抵押贷款工作， 做好与商业银
行和民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联系沟通，

畅通借贷融资渠道，引导资本落地生根。

三是社会保障上水平。坚持“四个着
力”，即着力扩大新农保试点，逐步实现
全覆盖， 积极争取在本年度成为全国新
农保试点县；着力提高新农合参合率，力
争

2011

年达到
95％

；着力做好农村低保
户帮扶救助工作， 探索解决农村五保老
人、 空巢老人和失去劳动能力老人的养
老护理新途径；着力整合教育资源，加大
农村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

努力扩大农民就业。

四是专业合作提效应。 一方面提升
整体效应。坚持以乡镇为单位、以龙头企

业为依托，进一步整合人才、资金、技术、

信息等有利资源， 引导农民建立专业合
作总社或联社， 引导全县农业产业向生
产机械化、 专业集团化和合作规范化提
升； 另一方面提升水平效应。 力争

2011

年全县合作社规范化率在
65%

以上，新
增规模化育秧工厂

2

个以上； 新增省级
示范社

1

家以上、市级示范社
6

家以上；

新增省级龙头企业
1

家以上、 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2

家以上。

五是华英富民成规模。切实把“华英农
业” 富民计划作为实现农业强县的重要载
体，持续推进“

3133

”战略。在全面完成养殖
小区建设任务的同时， 确保养殖小区建成
一个、投产一个、见效一个。 同时积极配合
华英淮滨分公司完成扩建工程，（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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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好试验区建设新农村
访谈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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