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启事
松阳县大东坝

镇 蔡 宅 村 蔡 乃 邦
(帮） 遗失林权证两
本 ，证号 ：松林证字
（ 大 东 坝 ） 第
33252841260220、
33252841260221 号 ，
声明作废。

新闻热线：8806721
排 版 室：8806720

值班总编：肖土根
值班主任：孙志华
一、二、三版编辑：吴胜
一、二版排版：林杨菲
三、四版排版：李慧马

编 印：
松阳县融媒体中心
印 刷：
丽水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松阳县融媒体中心地址：
水南街道南环路 199号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XIN��SONGYANG22 2021年 8月 10日 星期二

党党史史专专版版投稿邮箱：xsy8062468@sina.com� � � �新闻热线：8806721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自

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己

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

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责

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任

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 。。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孔繁森：一腔热血洒高原
山东聊

城孔繁森同
志纪念馆广
场上 ， 有一
条名为 “生
命 标 尺 ” 的
铜 板 路 ， 铜
板路尽头是
一座红色雕
塑，名为“人
字丰碑 ”，寓

意为“红色丰碑、大写的人”。
孔繁森，1944 年出生于聊城五里墩村。 在党的

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
1979 年，国家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
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任日喀则
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 在岗巴工作 3 年，孔繁森跑
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

1988 年，孔繁森第二次进藏，担任拉萨市副市
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 到任仅 4 个月，就
跑遍了全市 8 个县区所有的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
的村办小学。 在他任职期间，拉萨市的教育事业有
了长足进步，办学条件明显改善，适龄儿童入学率
明显提高。

1992 年底，孔繁森第二次援藏工作期满，西藏

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为了寻找
阿里的发展优势， 他跑了全地区 106 个乡中的 98
个，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

冰山愈冷情愈热，耿耿忠心照雪山。 孔繁森把
自己一颗火热的心献给了雪域高原。他用胸口为聋
哑老人暖脚， 用自己不高的收入养育孤儿……他
说，西藏的老人就是我的老人，西藏的孩子就是我
的孩子。

1994 年 11 月 29 日， 孔繁森带队赶赴新疆塔
城考察边贸工作。 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
生车祸，以身殉职，时年 50 岁。

人们在料理孔繁森的后事时，看到两件遗物：8
元 6 角钱，以及他去世前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
12 条建议。 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体现出一名
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一副挽联道出了藏族群众对
他的怀念：“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
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
底斯山。 ”

1995 年，孔繁森被追授为“模范共产党员”“优
秀领导干部”称号。 2009 年当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
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荣获 “改革先锋”“最美奋斗
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等称号。

杰桑·索南达杰：用生命守护可可西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

多县城， 一处普通的藏式民居，
门上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
里是杰桑·索南达杰的故居。

1954 年， 索南达杰生于治
多县索加乡 ，1974 年从青海民
族学院毕业后，他放弃留在城里
工作的机会， 毅然回到治多草
原，参与家乡建设，曾担任教师，
也做过乡党委书记，是党培养起
来的优秀年轻干部。

治多县西部，是一片无人区，也是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
有着一个美丽的名字———可可西里。 藏羚羊，是这片原野上
的精灵。上世纪 80 年代末，用藏羚羊的绒毛制成的“沙图什”
披肩，在中亚、欧美市场能卖到 5 万美元，不法分子纷纷涌入
可可西里，藏羚羊盗猎行为一度增多。

1992 年，已升任治多县委副书记、38 岁的索南达杰挺身
而出，推动成立了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亲自担任治多
县西部工委书记。从成立第一天起，这个特殊机构的使命，就
是保护可可西里，就是反盗猎。

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后， 索南达杰曾带队先后 12 次深
入无人区，进行野外生态调查及以保护藏羚羊为主的环境生
态保育工作，共计抓获非法持枪盗猎集团 8 伙，有效打击了
盗猎者嚣张的气焰。

1994 年 1 月 18 日，索南达杰和 4 名队员在可可西里抓

获了 20 名盗猎分子， 缴获了 7 辆汽车和 1800 多张藏羚羊
皮；在押送犯罪分子行至太阳湖附近时，他们遭犯罪分子袭
击。索南达杰在无人区与 18 名持枪偷猎者对峙，流尽了最后
一滴血。 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匍匐于地，右手持枪，左手拉
枪栓，怒目圆睁，早已被风雪塑成一尊冰雕……

索南达杰的牺牲，唤醒了全社会对于可可西里保护的关
注与重视。

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前，不少途经青藏公路
的行人停车驻足于此，藏族群众放上哈达、青稞酒、松柏枝、
糌粑，表达对索南达杰的敬仰之情。

索南达杰的外甥秋培扎西，主动申请调到环境最艰苦的
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分局，巡护无人区、保护藏羚羊。

从治多县西部工委， 到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再
到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这些年来，一代代保护者们前赴
后继守护在先辈浴血奋战过的土地。

2018 年，索南达杰荣获“改革先锋”称号；2019 年，荣获
“最美奋斗者”称号。

据《人民日报》

党史百年·松阳百事（之六十八）

11992211--22002211

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
松阳属于浙西南山区，农业是松阳的主

导产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决定着农业的生
产状况，也决定着松阳的经济状况，提高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关键是建立有利于生产力
发展的生产责任制体制。

松阳农村自 1958 年人民公社化以来，
长期实行“大锅饭”的管理体制，特别是“文
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错误的重压下，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 尽管如此，
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改革管理体制
的愿望还是十分迫切的，特别是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农民对改革管理体制的愿望越来越
强烈，呼声也越来越高。 1979 年，松古大地
农村干部群众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问题的文件精神， 逐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缩小生产队规模， 境内 1317 个生产队实行
定额计酬。

1980 年 3 月， 县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
管理工作会议，强调稳定所有制，坚持三级
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不要再折腾；普遍建
立和健全各业生产责任制。生产队田间作业
大多数地方继续搞小段计划，推行“分组作
业，包工到组，定额到田，验收拨工”的责任
制，不主张搞联产计酬，包产到组或大包干
到组。

8 月中旬，县委农工部就县委提出的分
作业组和分组联产计酬问题分别到平原和
山区进行一次调研； 建议县委从实际出发，
慎重稳妥地对待这些问题。 从有利生产，方
便群众这一原则出发，对规模大，骨干弱，几
年来生产又不好的队应该批准分组或分队；
但对于背离这一原则而分队分组的，则要做
好工作纠正过来。

10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加强
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对少数贫
困落后的地方，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
款、生活靠救济（“三靠”）的生产队开了一个
小口子，允许其搞包产到户。 但未能在基层
贯彻落实。

10 月中旬，县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学
习和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
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80）75 号
文件，强调要大讲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大讲
稳定大局的重要性，大讲建立生产责任制的
必要性；加强生产责任制，当前主要是学习
文件，总结现有经验，搞好试点，培训干部；
不得以任何理由搞包产到户。

11 月上旬， 松阳区域联溪公社党委从
实际出发，在 9 个大队，37 个生产队建立包
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县委强调联溪不是
“三靠”的生产队，错误地责令纠正。 群众反
映“中央放，社员盼，中间有条顶杠。 ”

1980 年 11 月中旬，县委工作组进驻岗
寺公社上河大队，开展贯彻落实中央文件试
点。从实际出发，因队制宜，分别建立和健全
适宜各队情况的生产责任制。结果上河 7 个
生产队，采用三种不同的责任制形式：有由
生产队统一耕种，按件计酬，田间管理实行
分组承包， 并与社员签订承包合同方式；有
采取小段包工，定额计酬方式；有在坚持生
产队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核算、统一分
配的前提下，分组作业、联产计酬方式。大队
专业队经营的茶叶、蚕桑、梨园等均实行专
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并制定了奖赔
的具体办法。原来大队的一台拖拉机和轧面
机都承包给专业户，以上交净利润的方法计
算承包款。

在上河大队取得试点经验后， 县委于
1980 年底开始向全县其他生产队进行贯彻
落实，并配合调整了生产队的规模，对规模
大的生产队进行分拍。 如西屏镇一大队原 6
个生产队调整为 12 个生产队； 三大队由 2
个生产队调整为 4 个生产队。对山区因地域
分散，不便管理的小自然村也按居住的特点
分为小小队。 这样既便利管理，又能按队的
特点，采取制订联产承包的办法。 但多数干
部群众盼望将土地包产到户。

新兴公社横溪大队党支部在 1980 年贯

彻中央精神后， 在全县第一个建立专业承
包、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全大队由 8 个
生产队分成 34 个专业承包组， 把茶山、桔
山、农田、养猪场、瓦窑、发电等各个行业从
实际出发，有的包到专业队，有的包到专业
组，有的包到户。从而调动社员积极性，各个
承包专业队组都大大突破承包的产量。在当
时，横溪大队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建立专业
承包生产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但是，县
一级领导人的思想不是很解放，还是顾虑重
重。

1981 年 2 月， 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
大会，强调稳定所有制，稳定生产队规模，不
宜再分小，个别搞了包产到户的，要坚决纠
正过来；因地制宜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
制，多数生产队的大田作业应继续采取小段
包工，定额计酬。但农村暗中还在继续分“小
小队”。 到 4 月，全县（松遂两地）有生产队
4534 个，比上年底增加 1026 个，平均每个队
的农户数从上年底的 25.9 户缩小到 20.1
户。 其中有 250 个队是未经县委审批分开
的， 还有 101 个队连公社也是不同意分的。
总的趋势是在松阳大地，生产队规模一分再
分，愈分愈小，直到 1982 年秋全面实行包产
或包干到户为止。

4 月初，面对农民群众的呼声，省委召
开地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认真听取各地农民
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自觉清理指导农村工
作中存在“左”的思想，会议最后尽管对经济
比较发达地区搞包产到户没作松口允诺，但
对前一段不赞成联产到户和在非 “三靠”地
区“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这
一自我批评指导着浙江在以后的改革开放
历程中有着重大的示范性效应。 “左”和保守
并不是政治正确和政治保险的万能药方 ，
“左” 和保守同样可能犯错误， 同样要做检
查，做自我批评，检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的
一个重要的尺度就看是否尊重人民的意愿
及要求。 会议之后，浙江各地领导认真总结

前一段的经验教训，开始转向支持包产或包
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并主动加强领导，
从而使“双包”责任制从贫困地区迅速向中
间地带发展。

1981 年末， 松阳区域推行分组作业和
包工包产、定额到田、按件计酬等各种形式
的责任制。把 50%左右集体茶园、30%集体果
园、80%塘库水面、90%社队企业分别实行专
业队、专业组、专业户、专业工 4 种不同形式
承包，推进该区域农业生产全面发展。

到了 1982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下发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1982〕中共中
央 1 号文件）， 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
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在 1 号文件指导下，松阳区域一些地方自发
地开始实行大田作业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
的责任制。联溪、雅溪、三都、塘后、阳溪等公
社实行“双包”到户责任制的队比较多。其中
阳溪公社采取 “双包” 到户的有 24 个生产
队；塘后、三都公社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
总队数的 70%以上。 当时的县委包括区社党
委尽管还是持反对态度， 一再做工作劝阻，
但这些地方还是或明或暗地进行土地承包
责任制。 2 月初，县委召开三级（县、区、公
社）干部大会，学习和贯彻中央 1 号文件，重
点是总结、完善、稳定农业生产责任制。会议
后，实行“双包”到户责任制在松阳境内各社
队普遍地推行。

由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不断完
善，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这
说明实行“双包”到户形式的责任制是责任
最明确、利益最直接、办法最简单、效果最显
著的责任制。这一政策顺民心、合民意，深受
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的欢迎。 到 1982 年 6
月 9 日止， 松阳全县 3092 个生产队有 2258
个生产队实行 “双包 ”责任制 ，占总队数的
75%， 采取其它形式责任制的占总队数的
25%。

（徐彩德、洪关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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