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仆 的 楷 模

——记财政部离休老干部喻杰

张 琼

在湖南省平江县 嘉义区横圳村一个半山 坡上， 有

幢普通农舍。农舍的主人已是耄耋之年，在这 偏僻的

山村里，他度过了18个春秋。

老人名叫喻杰。从他的履历 表上，我们可以 看到

他光辉的历 史：1925年在家 乡组织秘 密 农会。1926年

加入叶挺领导的先遣团，参加北 伐战争。1930年加入

中国工 农 红军第五军，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转战在湘

赣鄂苏区。在艰苦 卓绝的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他担任

过连政委， 党 总支 书记。在举世闻名的二 万五 千里 长

征中，他担任二方 面军六军团供给部长。在任陕 甘宁

边区工 商厅长时，曾作为工 商界代表随周恩来副 主席

赴重庆谈判。全国解放 后，他先后担 任西北 军政委员

会贸易部长兼农民银行行长、中央 粮 食 部 副 部 长。
“大跃 进”时， 因提了 些 意 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下放山 东任省财委副主任、财 政厅副厅长。

平反后，又担任过中央商业部副部长，中 监 委驻财政

部监察组长。曾被选为第三届人大代表， 第五届 全国

政协 常委。行政 7 级，享受正 部长待遇。

离休后，喻杰回 到了自己的家 乡。在 这里 ，他是

怎样走好这人生旅途最后一站的呢？

告老还乡

1969年底一天。年近古稀的喻杰 找 到 了 王 震 同

志。“我已是快70岁的人了 ，掂量掂量自己 的身体，

不能坚持八小时工作了。我想退下 来，离职 休养。”

他诚恳地对老上级 谈了 自 己的想法。

“老喻呀，你身体不好，要离休就住在北 京 吧！”

王震同志说。

“不。 回 老家更好。封 建 时 代 都 有文官告老还

乡，武将解甲归田 的先例，我们共产 党 的干部为啥不

可告老还 乡呢？”

“那好。先养好身体，若能行，再为家 乡建设出

把 力。”

后 来，喻杰 又报告 了 周恩来总理。“我准 备退下

来回 故 乡去，能 行的话再做 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

“你的想法很好啊！” 周总理赞扬说。不 久， 就

批准 了 他的请求。

1970年元 月。一个大雪纷 飞的日子。湖南省 平江

县 丽江村的人们传递着一个消息：在中央 当部 长的喻

杰要回 来安 家落户 了。乡亲们自发地集 合起来，推着

小车，挑着箩筐，到十公里外的嘉义汽车站去 迎接。

一路上， 乡亲们 波论纷纷：这样的大官告老还 乡， 行

李得拉回 几 大车……

出乎意料，站在 乡亲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白 发 布衣

的老人，那打扮，真和地道的农民 相差无几。再看看

行李，两个铺盖卷，两只旧 箱子，一架旧 缝 纫机。一

时间， 乡亲们不由得产生许多疑问：他真是中 央 的部

长吗，怎么行李还没有一个复 员兵 多？带这么点 东西，

他真是回 这穷山 沟安家落户吗？

回 到阔别40多年的家 乡，喻杰在祖传的老屋安 下

身，过起 了普通农民的生活。七年后，一场滂沱 大雨

一连下了 几 天， 土屋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这时，他

才决 定 盖一栋新房。新房盖在哪里呢？喻杰不顾亲属

的反对，选择 了 当 地最穷 的山村横圳村，在半山坡上

盖了一栋普通农舍，安家落户。

回 到家乡后，喻杰说 的 是家乡话，吃的是普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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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饭， 常常和儿孙们一块下 田 、种菜、养猪、放牛、

看场、割草，干一些力所能及 的活 。家具是从儿子家

匀出来的旧 家具，没有一件家用电 器。只 有一台半导

体收音机，是喻杰花60元钱买 来听新闻用 的。要不是

亲眼所 见，谁能 相信，这位劳苦功高的老部长过着如

此清苦的生活。

平常， 喻杰从不 随便花一分钱。他经常对儿孙们

说：“你们不要盯着我手里 的钱，要靠 自己。”小 儿

子力光请爸爸给买块手表，喻杰 没给钱，而是教他到林

场劳动，挣回 100元钱，喻杰把 自己的手 表给了 儿子，

自己买了块 怀表。几个孙子也向 爷爷要钱买手 表，喻

杰也不掏腰 包， 而是教他们起早贪黑打猪 草养猪，用

卖 猪的钱买手 表。

有人会问，喻杰 生 活这般节俭 ，那他的钱都干什

么用了？这里仅举出几项 开 支， 你就明白了。生产队

缺耕牛无钱买，他给1 000元；队 里 修机耕路，他送200

元为民工改善伙食；有个妇女 难产需急救没有钱，他

送60元；农村缺 少医生，他出钱让 乡村医 生去进修，

回 来为 大家看病；乡亲们没钱买药，他 准备 了 些常用

药， 供 大家用；当地维修维夏中学，他捐 500元；为了

家 乡集资办 电，他捐献出14 900元……

对地 方政府的照顾，喻杰一一婉言谢绝。即便是

本该享受的待遇，他也 不肯享受。他盖新房时，财政

部补助他1 500元，他分文未收；全国政协分配给他一

台彩电，他原封不动地退回；上级给他 分 配一辆小轿

车，他把车 交给了县老干部局；一次他因病住县 医院，

医院腾出办公室给他设单 间病房，他说什么也不住；

县里要给他配一名 保健医生，他谢绝说：“让医生给

群众看病 发挥的作用 更大嘛。”

教育子孙扎根农村

现实生 活中，我们 常常看到这样的事情。一些勤

劳的农民，自 己心 甘情愿与黄 土地打一辈子交道，却

想方设法让自 己的子女 离开农村。有的干部自己的出

身就是农民，却不愿让 自 己的孩子当农民。在这个问

题上，喻杰 又是怎样做的呢？

早在1950年喻杰担 任 西北 军政委员会 贸 易 部长

时， 大儿子砚斌找到西安请求 父亲给找个工作，喻杰

动员儿子回 家乡为土地改革、 合作 化 出 力。1954年喻

杰任中央粮食部副部长时，砚斌又到北 京要求父亲找

工作。喻杰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要在 家乡好好

干 ， 给那些不安 心 农村的 青年带个好头.”砚斌想通

后， 回 到家 乡积极参加农业生产 劳动，当了村干部，

直到1977年病故。

小 儿子力光和大孙子源龙 从 小 跟 喻杰 在 北京读

书。中学毕业后，喻杰把他们送回 家乡务农。

孙女桂英1974年中学毕业，想外 出工 作，多次请

爷爷帮忙说情。喻杰反复对她进行教育：“如 果有文

化的青年都离开农村，社会主 义 的 新 农村 靠谁去建

设？有志青年在农村也能 干一番事业！”在爷爷的 言

传身教下，桂英终于安下心 来。

曾孙群益1984年 高中毕业了，恰逢喻杰 倡导 成立

的嘉义水电股份公司要招11名 青年学 电工，群益差几

分没考上。公 司想照顾 录取群益，喻杰说：“有言 在

先，择优录取。”同时，教 育群益用所学 的 知 识 科

学种田。

1985年县城修了一座影剧院。儿媳小凌 当 车工 ，

身体吃 不消，求公公说情调到影剧院工作。喻杰不答

应。县 里 领导知 道后，出面说情。喻杰认真地说：“要

看到 我们 的党风还不正啊，要注意群众对党的看法。”

喻杰的行 动 ，他教育的儿孙们的行动，形成了一

股巨 大的精神力量，影响 着 当地 的青年，他们热爱家

乡， 成为建设家乡的生力军。一些在外地工作的 青年

也给喻杰写信说：“你这位老部长，从北京回 到 山 区

过艰苦生活，你的儿孙们也扎根农村。我们 也 要回 来

建设自己的家 乡！”

封山育林  靠山吃山

离开家乡40多年，丽江的 山 山 水水一直装在喻杰

的心 中。他忘不了，当年在丽江山区 打游 击时，战友

们就一起议论过，革命成功后怎样建设好 自 己的家乡·

如今，他回 来了，带着烈士们的重托，一定要 装点好

家 乡的山河。

喻杰一回 到家乡，就带着乡亲们上山 了。登上 高

处，一片秃岭残林展现在眼前，喻杰的 心 情 难以 平静：

大革命时期，反动武装为了 消灭游击队，四 面 放火烧

山 ， 大火烧了50来天。“大 跃进”时 大炼钢铁，林木

又 遭到毁坏。十年动乱中，乱砍 乱 伐，更是造孽啊！

喻杰对 乡亲们说：“我们山 多，靠山 就要 吃 山 ，吃山

必先养山 ，只 有植树造林，才能致富。”

在喻杰的组织下， 乡亲们集思广益，制订了封山

育林规划和十 条奖 惩条例，掀起了封山育 林热 潮。

喻杰拄 着拐杖，和 乡亲们一起翻山 越岭，查 看 了

50多个山 头，一个山 头一个山 头地 进行规划，因地制

宜栽种苗木。封山一万 多亩，造林五千亩。分 片 包干，

包种包活，责任 落实到人。老部 长 当上了护林员，他

时常穿行在山林之中，象是一个勇敢的 卫士。

喻杰的小 儿子做家具缺一点木料，村干部认 为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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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木材也是应该的，就砍了一棵 梓 树。喻杰知道了，

令其 当众认错，交回 木材，按规 定罚 了款。乡亲们 都

说：“真是违者必 究 啊！”

十几年过去了 ，如今的丽江山 区绿 阴覆盖，郁郁

苍苍，林木成材，油茶飘香，成 了绿 色的 宝库。为 养

山洒下辛勤汗水的山民们，尝到了靠山吃山的甜 头。

现在 乡亲们不但解决 了生产生活 用材 ，还向 国 家 交售

大批木材。

开发水利  集资办电

在那刚回 到家乡的时节。夜深了，喻杰静静 地 坐

在如 豆的油灯下思索着。解放 20多年了，乡亲们 还在

靠松 脂、 竹篾、 油灯照明，怎能不令人 心 酸 呢！？

县委为了照顾好这位老部长，指示 芦头林 场：单

给他家拉 线送电。喻杰谢绝了：“ 乡亲们 点油 灯，我

一家 用电灯，我怎能和 乡亲们 两个样！”

之后， 乡亲们看到喻杰 天天拄 着拐杖，翻 山 越

岭……

一天，他找到 乡亲们说：“山间 水 多，不能让 它白

白流去。建小 水电站， 发电、蓄水、灌田 ，一 本万 利

啊！”可 乡亲们一想起60年代喻杰捐款6 300元为家 乡

办电，因坝址 未选好，被山 洪冲 垮的情景，心里 就 发

怵。再说，钱从哪里 来呀？

“我再捐 5 000 元，再想法 筹点款。我 和 你们一

起干！”喻杰说。乡亲们转忧 为喜。

1977年夏，第一个水电站开工 了。年近八 旬的喻

杰亲任 总指挥。他整天 气喘吁吁，大汗 淋淋， 乡亲们

心疼啊！ 几个 小 伙子硬要把 他 抬 下 山， 他 发 脾 气

了：“我是总指挥，要对工程 负责！”

施 工正 在按 计划进行中。突然，一场暴风 雨 引来

了咆哮的山 洪。喻杰身披雨衣，象当年指 挥战 斗一样，

与乡亲们共同奋战，紧急抢险。工地上的 木材 用完了，

喻杰把 儿孙们为他 准备的棺材板献 了 出来， 乡亲 们 也

纷纷献 出 了自家的木材。

器材抢救 出来 了，工程 保住 了。洪水过 后，工 地

上又响起 了激昂的劳动号子，乡亲们干得 更欢了。

1980年 1 月 ，第一座水电站 发 电 了。丽 江 村 460

多户农舍电灯齐明。同时电 力排灌1 200亩，碾 米机、

磨面 机、榨油机在山村里 飞转起来。乡亲们喜 笑 颜开。

电灯下，喻杰又在盘算：80千瓦不够啊，还 有很

多山村没有电，不能就此止 步。他 又拄上拐 杖，到 处

奔波……

在修建第二个小 水电时，年迈的喻杰终因操劳过

度病倒了。财政部请他到北戴河疗 养，但他惦 记着未完

工的电站，始 终没有 离开家乡。躺在 病 床上，他的心

仍在工地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在 病床上写了

300多封信，陆续送到施工 第一线。老部长 的 忘我精

神，深深地鼓舞 了 乡亲们。1984年 5 月，丽江 河上 游

的 又一座小水电站发电 了，装机容 量 达525千瓦。喻杰

为 这座凝聚着自己心 血的电站亲 笔题 字：“本坝 目 的

和任 务：拦砂 、 截水、 发电、 灌田 、 滞洪。”

“集资办水电，是个好 办 法，成立 一个‘嘉义水

电股份公司’，事情不更好办 了？”喻杰 盘算 的计 划

更大 了，他想让嘉义区40多个山村，村村通电， 户户

用电照明，于是他提出 了倡议。

入股，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吗？喻杰顶着流言蜚语，

制订了水电股份公 司管理章程。

“国家、集体、个人一齐办水电，三 方 受益，意义

深远啦！”在全区开发水利集资办电的 动员会上，喻杰

发动群众：“入股嘛，姓社（社会主义）不 姓 资（资本主

义）。如 果有人要给戴‘帽子’呢.我顶上。咱 们 得

尊重科学。你们算算嘛，好处多呐 .建设 上得 快.国

家又省钱，得利的，还是咱们呀，这才体现 出社 会主

义优越性哩！”

喻杰讲完话， 首先带 头入股金3 100元。人们活跃

起 来了，纷纷入股。很 快， 全区集资数万股，股 金 达

22万 余元。

去年笔者采访 了嘉义水电股 份公 司董事长欧阳浩

然。他说：“老部长真有远 见啊。这 个公 司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都很 大，先后建了6个电站，年 发 电量262万

度，新增水田 15 000亩，粮食大幅度增产。仅以喻部

长所在的横圳村为例，原 亩产 200 多斤，现 多数 亩产

上千斤。乡亲们都说，我们看到 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公

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人民的公仆

乡亲们说：“喻部长是太平洋的警察，管得 可 宽

着哩！”这话一点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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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喻杰 绝 不含糊。

回 到家乡不久，喻杰就深入社队进行 调查研究。平江

县有12个区，他跑了11个区。经过调查，他 写 了 《 关

于农村存在的几 个问题的调查》 。指 出只 抓“以 粮 为

纲”、土特产生产下降等问题上 “极左”造成的危害，

使县里及时 纠正 了经营 方针上的片面性，全县 多种经

营得到 了较快 发展。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喻杰分别

就 恢复征收筵席税、 重复引进、 基建战线过长、生 猪

生产 和议价粮政策上存在的 问 题，向县、地、省、中

央作 了反映，提 出 了建议。万里、姚依林 等同志看了

以 后，认为很重要，即责成有关 部门研 究措施。

70年代，县、区决 定把公路由嘉义延修到 丽 江村。

喻杰看了设计方案后，发现多占 了40亩 农田 ，每年要

少收四 五万斤粮食，还要拆掉十几幢民房。当 即说：

“不要搞看相，要讲实效。”他到现场亲自 察看后.
建议 沿 丽江河把河堤加 高、加宽、 加固，修一 条河堤

公路， 既可通车、 又可防洪。结 果 没 毁田 ，没拆房，

还使 沿河受 洪水危害的300亩农田 变 成 了 稳 产 高产

田。修路的同时，在乱石 滩 上 又开拓出近百亩耕地。

一举多得，给当地人民带来了 许 多好处。

对于坏人坏 事，喻杰毫不客气。1982年丽江 村 民

向喻杰反映：村干部谢丙希大兴 土木盖私房，日常花

钱如流水。喻杰便组织人查帐。检 查结果，党 支部 6

个委 员竟贪污电站工程款12 000元。谢丙希 一 人2 900

元， 支书喻石 林1 800元，其他人都在千元以 上。喻杰

把他们叫到一起，大拍 桌子：“党性何在？良心何在？

你们是假共产 党 员！ 有罪啊！” 司 法机关将 谢 丙希、

喻石 林二主犯依法判 了刑。其他从犯也受到了应 有的

处理。 乡亲们拍 手 称 快 说 ：“喻 部 长 真 是 铁面 无

私！”

据 不完全统计，十 几年来喻杰接待县内 外、省内

外来访者 2 万 多人次 ，处理 来信 2 万多件，有反映问

题的，有申冤告状的，等等。笔者对喻 杰说：“处理

来信来访可是个麻烦事。你是离休的老部 长，管那 么

多事？”喻杰认真地说：“我从部 长的位置上退下来

了，并没有从人民公仆的位置上退下来！是人民公仆

就得 为民代言，为民办事。人民来信、找上门 来的事

更要认真协助政府处理。处理好一 件 事，就增加一份

社会安 定因素，调动一份建设四 化的 积极 性嘛1 ”

这位心 在民众中的老 部 长，得到 了人民群众的真

诚爱戴。1987年春，大桥乡一个老农不知 从哪里听说

喻杰病故了。他老泪横流，带上 白 酒、鱼、肉、豆腐

和香烛步行30多公 里来到横圳村，要给 喻杰“上坟”。
没想到正巧碰到喻杰。听 到 老 农的 来 意，喻杰笑 着

说：“我就是。还没死呢！”老农顿时化 悲为喜，紧

紧抓着喻杰的手，热泪盈眶地说：“你活 着就是我们

的福 气！ 你是当 大官的，可你不忘我们穷 百姓！ 你能

长寿！”临走时，老农执意送上带来的供品。喻 杰 激

动地说：“共产 党 就是为百姓 办事的，没有收礼 的规
矩！”

1984年 7 月17日，中顾委副主任王震 在给喻杰的

信中写道：“你为革命做 出了重要的 贡 献，离休后.
你本可以 在大城市安享欢乐，但 你 仍 葆革 命的锐 气

……不仅把自 己多年的积蓄无私投资于家乡建设，而

且不顾八十高龄，策杖奔走在青山 绿水间，为 办 好家

乡的水电尽心竭力。这种为人民谋利益、鞠 躬尽瘁的

精神，更是难能可贵。”

1985年12月 11日，国家主席李 先 念给 喻 杰 写 信

说：“你一直保持着革命精神和共产 党 人 的 高尚 品

德。为我们离休和将要离休的老同志，作出 了 表率。

你还为家 乡人民做 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受到 当地人民

的称赞和爱戴。这首先是我们党的光荣，也是 你的 光

荣。”

一晃，18个春秋过去 了。人们一定关 心 着喻杰 的

近况。笔者欣喜地告诉大家，现在这位革命老人 虽腿

脚不如 前几年灵活 了，但仍 头脑清 醒，思路敏捷，

天听广 播，看报纸，阅读文件，继续发挥余热，书 写

着他那光辉历史的最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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