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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河南调查组旧事（一）

（（352352））

核心提示

“教练超级凶，动不动就骂人。”
“有时候，还得请吃饭、买烟。”
“有的知识点，学的时候教练没

教，考试的时候目瞪口呆。”
……
花 9.9 元买张练车卡（电子券），

在金源驾校智能 AI 练车点，这些问
题统统不再有。智能 AI 教练，帮你
扫描练车“盲点”，有针对性进行训
练，让你顺利过科目二。五个智能
练车点，方便你就近学车。

友情提示：价值 100 元的学车
卡可以体验一个小时，每人限购一
张。体验后报名学车可直接抵 100
元学费，让你省到家。

活动时间：3月 16日至 3月 31日
有任何问题，可以进群或者拨

打电话（19903749599）咨询。 （雨）

只要9.9元，每人限购一张
优惠半个月，抢完即止

金源驾校学车点
地址：恒达·金汇广场
3号楼6楼、恒大绿洲
B公寓134商铺、五一
路万象新天 20 号楼
一楼商铺、滨河路与
平安大道交叉口东南
角北区练车点、建安
区学院南路东 100 米
金源驾校校内。

扫二维码进群

中央河南调查组为何蹲点长葛？
□ 记者孙江锋

整改“五风”，他带领中央河
南调查组奔赴长葛；深入基层，他
说自己从小学过倒灌浇地；田间
劳作，他动员抗旱有效缓解粮食
问题；实事求是，他要求一切决定
要先调查研究……1961 年，在几
间低矮的瓦房里，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奉命带领
中央调查组一行 12 人长驻长葛
135 天，深入展开调查，群众关心
的焦点问题得到解决，党员干部
的工作作风得到转变。

本期《许昌往事》，记者将带
您走进中央河南调查组旧址，回
忆那段艰难岁月。

【实事求是】不凭主观推断，一切决定要事先调研

【调查研究】整改“五风”，中央河南调查组奔赴长葛
3 月 13 日，记者走进中央河南调查

组旧址，这里共有 9 间瓦房，面积 180
平方米。房间里一件件老旧的办公用
具、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一个个图文
并茂的故事……记录了中央河南调查
组在长葛工作的点点滴滴。

那么，中央河南调查组为啥要到
长葛进行实地调查？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我
国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初期
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浮夸风”

“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 干 部 特 殊 化 风 ”等“ 五 风 ”在 全 国 泛
滥，河南是全国的重灾区。

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号
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将 1961

年 定 为“ 实 事 求 是 年 、调 查 研 究 年 ”。
全 党 上 下 因 此 兴 起 了 调 查 研 究 的 热
潮。

为及时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
人 民 公 社 当 前 政 策 问 题 的 紧 急 指 示
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两个指示的贯彻落实情况，纠正“共产
风”，恢复农村经济。

1961 年 4 月 10 日到 8 月 22 日，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率
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
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
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
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
仁、田方等 12 人组成的中央调查组，来
到长葛县蹲点调研。

【深入基层】我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学习倒灌浇地
中央河南调查组来到长葛的第一

天 ，就 听 取 了 时 任 长 葛 县 委“ 第 一 书
记”张汉英的汇报。习仲勋随即决定，
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
组 配 合 工 作 ，到 存 在 问 题 多 、情 况 复
杂、最能展现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
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
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当时我 23 岁，是宗寨大队（原和
尚桥公社宗寨大队）会计。习老给我
印象就是实事求是，踏实求真。晚上
吃完饭，他顺着河堤找到我，让我领着
他到村民家里了解情况。”3 月 13 日，在
长葛市长社街道办事处八七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87岁的刘水柱对记者说。
有一天，宗寨村民李恩和李三运

在田间的土井旁摇辘轳倒灌浇地。习
仲勋路过时，脱下鞋袜，挽起裤腿，从
李恩手中接过辘轳把儿，熟练地摇辘
轳提水。李恩见他动作娴熟，夸他是
个好把式。习仲勋说：“老乡，我是农
民的儿子，从小在家学习倒灌，浇过菜
园子。”

习仲勋亲民为民的工作作风，得
到当地村民的认可。调研期间，习仲
勋要求调研组工作人员：“下去搞调查
研究，要放下架子，只有几里路就不要
坐汽车、骑自行车，步行前往最好。”

【亲民为民】深入田间劳作，有效缓解粮食短缺问题
1961 年 5 月 2 日，习仲勋来到长葛

的第 22 天，长葛县委召开扩大会议。
这是习仲勋经过在长葛近一个月详细
调研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上，习仲勋说：“要置身于群
众中，使群众不把你当外人，而是把你
看成自己人。我们要把自己看成普通
劳动者，是群众的一员，不是立于群众
之上，而是要和群众一起商量办事。”

八七社区 87 岁的村民王丙坤，对

习仲勋的记忆十分深刻。当年，王丙
坤是宗寨大队第六生产队会计。据他
回 忆 ，1961 年 春 ，由 于 长 时 间 没 有 下
雨，麦苗干旱发黄。

“我们几个人在村东侧抗旱浇麦，
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田间地头查看。”
王丙坤说，其中一名干部将鞋袜一脱，
挽起裤腿，从生产队队长刘林手中接
过铁锹，在麦地里改水道。改了一畦
地左右，该干部在水池里洗了洗脚，穿

上鞋袜后，挥手离开。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国务院

副总理习仲勋。真的没想到副总理能
那么朴素，跟我们一起改水浇地。”王
丙坤说。

为了保证农民有饭吃，习仲勋动
员全县人民抗旱，带领工作组深入田

间参加劳动，他和村民们一起推水车、
摇辘轳、挖渠、打井。

习仲勋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不摆
官架子，和群众的关系非常融洽。在
他的动员指挥下，长葛在当年大旱的
情况下，夏粮依然获得了好收成，使当
时粮食短缺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落实中央“十二条”和贯彻“农业
十六条”是当时做好工作、扭转农村困
难局面的首要任务。要想完成这项任
务，最重要的是先搞好调查研究。

习仲勋在长葛县委（扩大）会议上
提出：“一切决定都要事先调查研究，
不能凭主观推断臆想，不能光看现象，
要看本质……学会实事求是，一切经
过调查研究。”

为准确了解、掌握农村的真实情
况，习仲勋除了听取县、社、队干部的
汇报外，还带领调查组深入群众中搞
调查，倾听民众的声音。他利用傍晚
沿清潩河散步的机会和社员们交谈，
利用休息时间到农民家中走访。在对

樊楼大队第五生产队 46 户农民家走访
调查时，习仲勋和农民促膝谈心，逐户
了解群众对公共食堂的看法。

由于深入群众，习仲勋掌握了许
多有关农村的真实情况。在他的带领
下，中央调查组深入农村各个生产队，
全面调查了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实实
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为贯彻
中央指示，彻底反“五风”，做好农村工
作，提供了重要的事实根据。

1961年5月2日，中共长葛县委（扩大）会议开会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前排右四）在办公室门前桐树下与许昌
地委、长葛县委、和尚桥公社党委部分工作人员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