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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成志走了。
他生前要求死后不收礼金、不设灵堂。
7月21日12时30分，他的追思会只举行了不

到10分钟。
送行的人们在村口的小广场黑压压一片。
80多岁的本村老汉来了，上前鞠个躬；邻村的

党支部书记来了，亲自扯着条幅送行；白发的老太
太顶着大太阳，坚持要举着花圈再送一程……

他们都说，郭成志心里揣着一座山，这座山既
是村里靠山吃山的坐化山，也是老百姓长远发展
的金山银山。

郭成志，生前为邢台市信都区前南峪村党委
第一书记。

他心里揣着一座山
□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邢云

阅读提示

□河北日报记者 白云

带着乡亲们过上好日
子——这是老党员郭成志
生前的心愿。他做到了。

1963年那场洪水，把前
南峪村毁得不轻，地冲毁、树
冲断，日子几乎就没法过了。

郭成志带着全村做了
20年规划——五年垫田、五
年 绿 化 、三 年 治 水 、七 年
治山。

郭群保参加了这一规划
的实施。肩扛手抬，石头清
走，好土担来。别人推一车
土，郭成志得推两车，“什么
叫干部？凡事干到前头才叫
干部。”

前南峪村村史馆那些黑
白照片，记录了那段堪称惨
烈的治山治水行动，有人付
出生命，有人落下残疾。记
者向老村民求证，是什么让
他们下定决心？

他们说，就想吃上饭。
也正是那时繁重的体力

劳动，让郭成志落下胃疼的毛
病，很多村民都见过他在山间地头喝中药，擦擦
嘴继续刨石头——全村等着和山沟子要口饭。

1983年上马村办企业，是郭成志认准了
无工不富。

有人说，郭成志这灵光头脑，要是自己
干，得是全村第一个万元户。可他创办了14
家村办企业，没惦记过村里一分钱。前南峪
村早在国家要求农村集体经济账目公开之
前，就把村里的大小支出都上墙公布。

2001年，前南峪村选择转型，郭成志要
让后世子孙也有饭吃。

得益于发展旅游业，村民郭春燕2004年
回村开了个小卖部。去年，又办起了春燕农
家乐。如今，像郭春燕这样吃旅游饭的前南
峪村民不在少数。

在经历了关停化工企业的阵痛后，旅游
产业，再次给前南峪带来了真金白银。

有人羡慕，前南峪曾有这样一位有先见
之明有干劲的干部。可有村民说，基层干部
心里始终揣着群众，揣着村里的发展，会有更
多的郭成志。

会
有
更
多
的
郭
成
志

记者手记

▲郭成志。

◀7月21日，上千名
群众含泪送别郭成志。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7月21日，上千名群众含泪送别郭成志书记。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上半年河北城镇新增就业43.83万人（上接第一版）截至6月底，全省新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13.64 亿元，通过扶持创业带动 2 万多
人实现就业。全面实行线上招聘服务“不打
烊”。截至6月底，全省累计举办网络招聘854
场，发布岗位需求 92.3 万个，达成就业意向
15.1万人。全面推行失业保险金“畅通领、安
全办”。截至 6月底，共为失业人员发放失业
保险金4.08亿元，缴纳医疗保险费1.32亿元，
发放价格临时补贴0.53亿元。

全面落实阶段性减免社保费政策，社保
改革和扩面工作加快推进。全面落实中小微
企业免征、大型企业减征、受疫情影响生产经
营严重困难企业缓交社会保险费的阶段性政
策。2 至 6 月，共为企业减免三项社保费

203.53 亿元。其中，减免企业养老保险费
181.61亿元，减免工伤保险费14.13亿元，减免
失业保险费7.79亿元。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
划，全面推动企业职工养老、工伤、失业保险
扩面工作。改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企
业养老保险基金实现省级统收统支，连续第
16年调增养老金待遇标准。

深化人才人事制度改革，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研究制定吸引优秀回国人员和科
技创新团队来冀就业创业若干举措、提高我
省专家工作津贴标准等政策措施。成功举办

“中国河北高层次人才洽谈会高校行”“第八

届京津冀招才引智大会”“冀才进行时”直播
招聘会等网络引才活动。部署开展“互联网+
职业技能培训计划”“百日免费线上技能培训
行动”。截至7月20日，全省共开展补贴性培
训48.2万人次。研究制定完善事业单位高层
次人才工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实施意见，从5
个方面明确了18条具体措施。研究制定了疫
情防控一线医务人员优先晋升职称等规定，
对我省支援湖北和在我省新冠肺炎救治隔离
病区工作的编外医护人员，实行专项招聘。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人社扶贫取得扎实
成效。制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做好全

省就业扶贫工作、加强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
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十三条措施等政策
规定；对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逐人逐户建立
清单，动态调整就业帮扶举措；加强京津冀鲁
劳务协作、易地扶贫搬迁就业帮扶和东西部
劳务协作。截至6月底，全省共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实现务工 75.78 万人。全面落实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政策，精准核实
贫困人员数据，细化人员分类，统一建立台
账，实现参保率、代缴率和待遇发放率“3 个
100%”，深度贫困县失业金标准提高至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90%。组织开展专家服务基层、
助力决战脱贫攻坚活动，为贫困地区建设发
展提供人才支撑。

（上接第一版）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
联系手机、专门邮政信箱、电子邮箱和联系
信箱（联系信箱设在省委巡视组驻地、被巡
视地方单位办公所在地），巡视组受理信访
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5 日。根据巡视
工作条例规定，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
被巡视地方、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
级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
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
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
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
移交被巡视地方、单位和有关部门认真
处理。

他的家
是村里最后一户翻盖的

一块陈旧的确良白布，盖在略有塌陷
的沙发背上，坐垫是用土灰色碎布缝的。

这块垫子上，坐过省里市里来视察的
领导，坐过郭成志请到村里的教授专家，
坐过前南峪村来寻求帮助的村民。

这里是郭成志的家。
2019年，前南峪村光旅游收入就达到

了 1100 多万元，每位村民每年发放福利
金 3400 元，可郭成志从 1986 年兼任浆水
镇副镇长后，村里的工资一分钱都没拿。

郭成志的家位于前南峪村几排房子的
中间，既没有最后一排的视线好，也没有第
一排出入方便，家门口也就能停辆摩托车。

前南峪村家家户户二层楼，盖新房村
集体出资一半，可郭成志的家，却是村里
最后一户翻盖的。

他曾经念叨，1963年当地暴雨导致他
家的房屋倒塌，是村里人义务帮他盖起两
间新房，这恩，他得还。

前南峪村旧厂部楼道里，停着一辆满
是灰尘的天凤牌二八自行车，全村人都知
道，不出门的时候，郭成志就骑着这辆车，
从家里到厂子，从厂里到山上。

其实村里给郭成志配过车。1985年，
村集体买了一辆雁牌轻型货车，王双伍是
司机。这辆车不是专车，既买配件又拉
货，拉着郭成志到省里开会，也拉着他联
系村企业产品的销路。

1988 年，村支委会讨论，觉得这辆车
太破了，特别耽误事儿，村集体也有了一
定资金，他们决定换辆好一点的车。

从上海买的桑塔纳开回来了。王双
伍拉着郭成志离村口还有1公里，郭成志
就让停车。他邀请每一位遇见的村民坐
坐村里的新车，他跟在后面慢慢走着。

王双伍至今记得石家庄和平东路上
曾有一家名为益明园的小旅馆，1986年前
后，一到石家庄，郭成志都要求住在那，原
因只有一个——便宜。10 元两张床。可
当时前南峪村的村办企业已经实现年产
值过百万元。

前南峪村有村规，谁违反了也不行。
比如集体所有的果树结果了，谁也不能
动，为此，村里还设过“检查站”。

郭成志的大儿子上小学时，和几个同
学贪玩，从板栗树下拾了几颗栗子，凑巧
就让郭成志“逮着”了。他把大儿子一顿
训不说，还按照村规交了5元钱的罚款。

现任村党委书记郭天林感慨，郭成志
对亲属的教育让所有村民都服气，郭成志
的大儿子每次回村，在村口就下车，走进
村里跟遇到的每一位村民打招呼。

郭成志的老伴儿也是本村人，亲戚不
少。但妹夫郭天锁摆摆手说，要不是郭成
志当村干部，说不定他还能要求点福利。
郭天锁在其他村民承包的果树园里干了
一辈子，他的老伴儿是郭成志的堂妹。因
为老伴儿户口没落在村里，也就没了每年

3400元的福利金。郭天锁知道，为这事儿
找郭成志，找了也白找。

2019 年 8 月，郭成志因身体状况不
佳，在河北省人民医院治疗。天就要黑
了，他提出要连夜赶回村里。王双伍说，
这回去得几点了？你就不能好好养病？

郭成志很坚持，说村里有好几个事得
办。王双伍拧不过他，他们赶回村里已经
近半夜。一进村口郭成志就让车停下，第
二天村口的墙壁上要镶嵌“壮大集体经
济”几个大字，他要提前看了，对墙多宽、
字多大，心里有个数。

他办事
都是为了村里好

追思会上，给郭成志送行的不只有本
村人。朝子村、栗树坪村、下店村，条幅落
款都是村委会。朝子村党支部书记何世
山亲自扯着条幅送郭成志，中午太阳很
毒，他一脑门子汗，“得感谢老郭，他把科
学种植带到了浆水镇的山沟里。”

1977年，郭成志当选前南峪村党支部
书记。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 6
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和2名村干部，前往唐
山遵化、迁西学习板栗先进种植技术。

郭群保是小队长之一，他回忆，学习
一周后，他们都觉得，前南峪的条件也很
好，关键缺一位能指导板栗种植的专业技
术人才。

郭成志三下秦皇岛昌黎县，请回了一
位板栗专家王金章。但专家拿着剪刀上
山剪枝的第一天，老百姓就惊了。两百多
年的老树，能剪下上百斤树枝，按照庄户
人家的经验，树枝都没了，果子往哪挂？

有人质疑，有人退出，还有人把磨剪
子的石头偷走了。

郭成志相信科学会“说话”。13000多
棵板栗树都进行了剪枝后，迎来了 1978
年的收获季，板栗的收成比往年提高了几
倍，这下，村里人都服了。

这技术通过前南峪村，传到朝子村、
传到栗树坪村……

正是他对科技工作者的这份尊重，引
来了河北农业大学的于宗周、李保国等一
位又一位农业专家。前南峪如今接待游
客的东沟、西沟和建滩沟，上层茂密的用
材林、中间层的干果林、下层的果树林，正
是专家们科学指导的结果。

其实，当年郭群保就坚信，郭成志请
来的能人一定“能”，“他想干的事儿，没有
干不成的。”

1985 年，前南峪村的村办企业要投
产，村民集资了一部分，资金还差大几十
万。王双伍跟着郭成志到邢台一家银行
找行长跑贷款，第一次去吃了闭门羹。

郭成志就在银行门口等人家下班，跟
着人家回家。王双伍年轻爱面儿，提醒郭
成志，让人家撅出来多难看？

郭成志一脸坦然，“你这胆小怕事，啥
也弄不成。这是为村里跑，我自个脸面算
啥。”

这份真诚打动了银行负责人，贷款到
底让他跑成了。

很难想象，郭成志坐 6小时手扶拖拉
机去山西买高产的玉米种子、坐4小时货
车跑到河北省五矿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什么项目挣钱。“他脑子灵活，胆子
大，只要能给村里挣钱，什么办法他都
想。”王双伍说。

王双伍拉着郭成志，一周至少跑三趟
石家庄，一年就跑了十万公里的里程。

这是因为当时村里只有一部手摇电
话，还要通过县、乡两级转接，郭成志早早
意识到信息就是效益。他跑河北省外贸
局、河北省商检局，回村里请专家论证，上
马化工项目，最多时村里有 14 家村办企
业，几乎都盈利。

为了村里的发展，郭成志还担过风险。
1981年，全国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也就是俗称的分产到户。郭成志
研究了中央文件，却琢磨着前南峪的山不
能分：村里的 10条沟刚治理了一半，这一
半的山沟里种下的果树还没挂果，一家一
户小农经济很难做到科学管理，另外，剩
下的一半山，数千亩之广，单个农户也没
能力把山沟里的石头全都扛出去。

郭成志提出，全村分成农、牧、工、林
四个专业队，搞专业承包责任制。

这期间，有人把告状信写到了省里，
也有人揣测郭成志有私心。

1981 年 10 月，邢台县委派工作组到
村里做民意测验，346 户，有 37 户同意分
产。1982 年 3 月，有 27 户同意分产，1982
年10月，有17户同意分产。

郭成志不是没压力，他曾和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馆长杨树说起，那段
时间也很伤心。但为了村里好的事儿，责
任都他担。

上级肯定了前南峪村的做法，认为这
是符合上级政策的承包制形式，前南峪村
的经济模式被保留下来。

2016年7月19日邢台暴雨后，邢台很
多村子受灾。杨树到附近村里查看灾情，
发现前南峪村的村民坐在村口一点不慌
乱，了解得知，村民受灾的损失，个人仅承
担5%，村集体承担95%。

一“红”一“绿”
是他留给村里的

郭成志去世后，他的身体上盖着两面
旗子，一面党旗、一面中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校旗。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名誉
馆长苏北，也是一名抗大后代，他拿出手
机给记者看，抗大后代的群里，来自全国
乃至世界各地的抗大后人对将校旗盖在
这样一位农民身上，没人提出异议。

1940 年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校
部建在了前南峪村。先后有 5000多名学
员在浆水镇的浆水川沿线工作学习，为我
党培养了大量军事干部。

郭成志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他很看重

这份红色传承。
1983年，郭成志就推动在村里筹建了

一个小型纪念馆，1986年又修建了抗大纪
念碑，随后纪念馆几次扩建，形成了今天
的规模，并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首批“全国百个红色旅游景区”等。

这份传承，在当地已深入骨髓。
苏北印象深刻，当地要建一条抗大

路，涉及附近不少村村民的树。“上午开完
会，下午前南峪村涉及的树就砍了，个别
村的村民要先谈补偿。”

前南峪村有 106 名党员，相比全村
1500多口人，这个数字也并不算少。村委
会的党员活动室，每个月 15 日要召开例
会。村里的大事小事，都要在这个会上念
叨，该表决的表决，该讨论的讨论，这个传
统从1977年至今，保留了43年。

这份红色传承，被认为是郭成志留给
前南峪的“红”。

与之对应的，是他留给前南峪的绿。
前南峪宾馆，几个旅行团又把宾馆住

满了。导游大多会介绍，这里曾是前南峪
村的化工厂。

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郭成志跑回
来的项目之一。1993年，村里上马了金属
硅企业，王双伍担任负责人，厂子每年利
润能有 100 多万元，还解决了村里 200 多
名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001年起，前南峪村陆续关停了几家
村办企业，王双伍寻思，金属硅厂盈利不
少，肯定不会关。

2005 年，在村委班子会议上，郭成志
提出，要关停金属硅厂。“我第一个不同
意！”王双伍回忆。郭成志会上会下给他
做工作，让他看看流臭水、冒黑烟、倒黑渣
的前南峪，说不能这样发展下去。

王双伍被说服，还不是他看不到的那
个长远，而是他跟随郭成志多年，相信郭
成志看准的事情稳妥。

首先关停的本村三家企业，一度年产
值数百万元。

2017年，前南峪村最后一家村办企业
海绵铁厂关停，厂长郭河山此时已经离村
在此工作 20 年。他对关停企业心情复
杂，回村干什么？

回村接管了前南峪生态旅游管理处
副经理一职时，郭河山才发现，郭成志此
前为前南峪的生态旅游发展已经铺路多
年。他甚至无法想象，郭成志脑子里怎么
盘算的村里几十年的发展，而且次次都踩
到了步点上。

一“红”一“绿”，打造了前南峪的旅游
品牌。去年，前南峪的游客数量达到了40
万人次，门票收入有 1100多万元，村里还
建起了和生态旅游配套的苹果加工厂、蜂
蜜加工场、板栗加工厂，都是无污染的企
业，再次带动了村里的经济发展，增加了
农民收入。

郭天林也曾困惑，郭成志这位小山村
的基层干部，哪来的这份先见？

有人说郭成志天天看新闻联播、日日
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家政策。但同时，郭
成志更关心的，应该还是前南峪的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