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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水才：永远屹立的精神丰碑
本报记者 孔刚领

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出现过乡镇党委书记的

楷模吴金印，也出现过“时代楷模”燕振昌。而在 53 年前，还有一个光辉的

名字曾传遍中华大地，那就是杨水才。他是建安区（原许昌县）桂村乡水道

杨村党支部副书记，是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典范。

活着是一面旗帜，躺下是一座丰碑。他那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

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被毛泽东同志所称赞；他可歌可泣的事迹，曾被《人民

日报》等媒体广为传播；他的“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

命”的钢铁誓言，传遍大江南北，感染着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鞠 躬 尽 瘁 小 车 不 倒 只 管 推

杨水才 1924 年生于原许昌县桂村乡水道杨村。
1949 年元月，杨水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大、小功
各一次，获“人民功臣”称号；1950 年 11 月，他复员还
乡；1956 年元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大队党支
部副书记。为拔掉水道杨村的穷根，他提出了“一要
抓水利，二要搞绿化，把秃岭变成花果岗、高岗变成水
浇田”的口号，带领群众兴修水利、大搞绿化，并兴办
桂村农业中学。

“杨水才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不怕困难、敢于斗
争，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提及杨水
才，如今 83岁的岳建智这样评价他。

岳建智曾与杨水才并肩战斗，忆起往事，老人有
些动容。

水道杨村是个两岗夹一洼、岗高缺水的地方。
为拔掉穷根，杨水才在党员会上建议，抓水利，挖
坑塘，把水抽到岗子上；搞绿化，多栽树，把旱田
变成水浇地，让水道杨变成桐树路、花椒寨、柿树沟、

桃花岗……他的建议被村党支部采纳后，为寻找水
源，他带领大家用竹筒、废瓶制成“土仪器”进行测量，
获得了必要的数据，找到了最好的挖坑塘地址，规划
了最佳的三级提水上岗方案。在施工过程中，他累得
吐了血，可他擦擦嘴继续干。遇到下雨天，为了不影
响施工，他跳进齐胸深的水沟里，用身体把缺口堵
住。坑塘挖了 15 米左右，仍找不到水，很多人泄了
气。面对困难，杨水才召开“诸葛亮会”，分析原因，寻
找办法。他借来打井用的铁锥，让大家继续往下打。
最后，铁锥砸破石层，泉水冒了出来，水道杨村的缺水
问题终于解决了。

在治水的同时，杨水才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决心
把秃岭变成花果岗。在当时的长葛县太平店林场学
习嫁接技术时，他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吃干馍充饥。
学会嫁接技术后，为早日把技术教给群众，他在炎热
的夏天，从早到晚坚持干活，累得昏倒在苗圃里。

为改变水道杨村人民群众文化落后的局面，杨水

才决心创办学校。经过紧张筹备，1963 年 9 月 1 日，由
当时的水道杨、桂东村、桂西等 7 个生产大队联合创
办的桂村农业中学诞生了，杨水才被推选为农业中学
的校长。1965 年秋，他带领师生奋战 40 多天，脱坯 5
万多块，建房 21 间，开垦荒地 20 余亩。从此，桂村农
业中学有了宽敞的教室和农林试验园地。

1966 年 12 月 4 日，在杨水才的小屋里，煤油灯亮
着，稿纸上“进一步建设水道杨计划”几个大字清晰可
见，而同多种疾病进行了顽强斗争、过分操劳的杨水
才披着破棉袄，伏在办公桌上永远睡着了……

他去世后，《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发表了 《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记共产党员杨
水才同志的光辉事迹》 长篇通讯，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于同日播出，全国各地报纸、电台相继转载和播
出；同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 又在头版以 《为人
民鞠躬尽瘁》 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杨水才事迹传
遍了大江南北。

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社会经历怎样的变革，杨
水才那瘦弱而挺拔的身影，一直是许昌人民心中永远
不垮的高山。

“不论岁月的尘埃掩埋了人们多少记忆，杨水才
身上闪现的共产党人的光华，永远与日月同辉，与人
民同在。他的英名镌刻在人民心中，穿越时空，历久弥
新。”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许涛如是
说。

1998 年春，许昌县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召开。参加大会的桂村乡 11名县人大代表心里装
着一件事儿：要把重修杨水才纪念馆的建议作为重大
事项提出议案，提交大会主席团。

一石激起千层浪。代表一致表示，杨水才同志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在当今改革
开放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渴望涌现更多“杨水才式”
的好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杨水才精神永远不过
时，永远不能丢！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修复杨水才纪念馆的议案。不
到一个月，许昌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等

干部职工，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踊跃为重建工作捐资
80.27 万元。年过古稀的桂村乡党委原书记张建勋获
此消息后，心情格外激动，他流着泪说：“我与水才同
志共事多年。那年，全村党员都选他当党支部书记，他
就是不干，非要干党支部副书记。他为人谦虚，很会做
群众工作，办法多，脑子灵，讲起话来群众特别爱听。
这次重修纪念馆要花很多钱，我虽然不富裕，这 50 元
钱也算一点儿心意。”

建党 80周年纪念日那天，修葺一新的杨水才纪念
馆重新对外开放。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等各级领导
和 1 万多名群众参加了揭幕仪式，焦裕禄的女儿焦守
云也专程前来。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孔玉芳情
之所至，提笔题词：“向杨水才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

时间在检验着一个人的价值。杨水才纪念馆自
1969 年 12 月 5 日开馆至今已经接待参观者近 500 万
人次；许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把新党员入党宣
誓仪式转移到这里；解放军驻许部队把参观杨水才
纪念馆作为对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进行教育的生动

课堂……
作为一个道德标杆，杨水才甚至受到不少外国

友人的关注。阿尔巴尼亚友人题词说：“杨水才纪念
馆是一所很好的大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
前，有日本、朝鲜、越南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
观者参观过杨水才纪念馆。

如 今 ， 作 为 许 昌 市 委 命 名 的 党 员 干 部 教 育 基
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德育基地，杨水才
纪念馆更是吸引着越来越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
人前来追寻精神家园。每逢重大节日，一批批党的
儿女走近他、瞻仰他，传承他的共产主义精神，追
忆鲜艳党旗后面的光辉故事。

许昌人在读杨水才，读这位“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好干部”，读懂了才知道其道德内核只是 9 个字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许昌人在学杨水才，学他
那种“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干革
命”的精神，学透了才体会到其精神实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

穿 越 时 空 水 才 精 神 历 久 弥 新

云卷云舒，斗转星移。50 多年来，水道杨村的“当
家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为群众谋利益的初心
没有变，带群众奔富路的信念没有变，无私奉献、开拓
进取的精神没有变。

“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杨水才没
有写完的“进一步建设水道杨计划”，正由他的乡亲们
不断续写并一一实现。在改革开放春风里，一代又一
代“杨水才式”的党员不忘初心，接过他的“小车”，砥
砺前行，敢“冒”敢闯，把“小车”变成了小四轮、小四轮
变成了大卡车，致富的路越走越宽广、致富的步子越
迈越坚实……

岗丘作证，松柏如诉。今朝水道杨，朝霞铺满天。
平整的柏油路、鱼贯而行的小汽车、整齐的松柏、

漂亮的小楼，随便走进一家农户，太阳能、自来水、天
然气、改建的厕所……今日水道杨，让人不敢相信这
就是曾经那个“两岗加一洼，岗高水源差；推车如上
山，步步踏坎上；遇到天气旱，连水也吃不上”的水道
杨。

“小车不倒只管推”是杨水才同志生前的一句话，
他用行动践行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无私奉献精
神。水道杨村一任又一任干部接过杨水才的“小车”，

“推”出了种粮大村，“推”出了富足的小康村，“推”出
了全省“五好”村支部。

“老书记走了，他未竟的事业落在我们继任者肩
上。我们接过小车继续推。”岳建智说。当年与杨水

才“搭伙计”的岳建智任党支部书记后，带领村民治岗
挖塘，战天斗地，一干就是 26 年；1992 年，56 岁的他又
挑起了乡敬老院院长的担子，这一干又是 27年。

村里经济强人杨德民接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他发
扬“杨水才精神”，放下自己的企业，一心扑在为村民
谋利益上。在他的带领下，村里修了柏油路、装了路
灯、重修了学校、重建了村部，解决了困扰水道杨村几
代人的吃水难题；村里办起了 6 家大型砖瓦窑场，建
起了商业区，村民人均年收入翻了近一番。到 2000
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已逾 5000 元，水道杨村落后的面
貌一去不复返。

“昔日，老书记他们为了让老百姓吃饱饭，推着小
车艰苦创业；今天，我们要开着小车追梦，让大家都过
上幸福美满的生活。”2018 年，年轻的村委会主任岳晓
嘎接任村党支部书记后发下誓言。

岳晓嘎告诉记者，水道杨村“两委”牢记使命，以
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游、红色旅游，大力发展林
果业，发展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目前，该村依托
杨水才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修建了杨水才旧居、乡
愁馆、村史馆等，成立了红色旅游开发公司。在此基
础上，水道杨村成立了村集体参股的农牧有限公司，
村里“桃花岗”“柿树沟”“花椒寨”“苹果园”等，四季有
花，长年有果，杨水才生前的设想正在逐步变为现
实。岳晓嘎动情地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如今俺水道
杨村的群众能够过上好日子，我们打心眼儿里感激杨

水才老书记。”
“‘杨水才精神’，犹如一座永不坍塌的丰碑，成为

当地群众和许昌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追求美好生活的
强大精神支柱。”市委党校副教授孙秋红认为，“杨水
才精神”已经成为“许昌精神”的一部分，成为新时期
许昌人追求高尚、崇高的道德源泉。

多少年来，许昌广大干部群众在“杨水才精神”的
鼓舞下，克服重重困难，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续写着
一个又一个辉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治水兴水，许昌建设三大水利项目，谱写了一曲
利民兴城的时代壮歌，圆了几代人的兴水之梦。

绿化造林，我市 5 年累计植树造林 55 万亩，城市
建成区绿地率 36.03%、绿化覆盖率 41.28%。

摆脱贫困，2014 年以来我市 193 个贫困村全部退
出了贫困序列，4.4万户 15.7万人实现脱贫摘帽。

兴办教育，我市实施基础教育提升三年攻坚，目
前已建成投用中小学校及幼儿园 278 所，教育综合改
革走在全省前列。

特别是近年来，许昌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生态园林城市、国家水生态文明城市等一系列金字
招牌。2018 年，许昌城市居民的宜居度、幸福感、获得
感及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均居全省首位。

小车倒下了，杨水才扶起向前推；杨水才倒下了，
成千上万的许昌热血儿女推动着现代化建设的巨轮
继续向前……

牢 记 使 命 接 过 小 车 继 续 推
水道杨村新貌 孔刚领 摄

杨水才纪念馆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学习
孔刚领 摄

水道杨村果园里的柿子熟了 孔刚领 摄

核心提示

杨水才同志推车塑像 孔刚领 摄

杨水才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