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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沈浩故事》 周本立 展读跃渊的新作《沈浩故事》，我再一次泪眼模糊了。
 作为一位农民的儿子，安徽省直机关扎根农村的优秀干部，一个把全身心都倾注于、奉献于小岗的农
村基层带头人，沈浩太值得怀念了。
你看那万人空巷的吊唁，送别沈浩的队伍，那在寒风中捶胸顿足、泪眼滂沱呼喊沈浩的乡亲，那在漫
天大雪中拄着拐杖、烧纸祭奠沈浩的八旬老妪；再看那三次以集体的红手印挽留沈浩的小岗人的心迹
，你就会感到沈浩在农民的心中分量有多重，他和农民兄弟感情有多深，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握着他的
手时所说的：“群众的拥护，是对你最大的褒奖啊！
”感谢跃渊，在《沈浩故事》中记下了这弥足珍贵、令人沦肌浃髓的一幕幕。
 人们对沈浩何以爱之深深、念之切切？
本书给出了使人心悦诚服的解答 ——他心里装着老百姓啊！
老百姓就永远记着他。
书中记述了沈浩那难以历数、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
小岗修路，他带头用手捧起水泥当泥瓦工；招商引资，他没日没夜东奔西走踏破鞋子若干双；为了察
民情、解民忧，他敞开房门，群众来者不拒；为了争取时间、多干实事，使小岗早日致富，他数过家
门而不入；他专走寒门，解极贫于倒悬；他怜老惜孤，视长者为至亲。
凡此种种，没有惊人之语，并非气壮山河，却至诚至真，实心实意，嵌入人们的心窝，震撼人们的灵
魂。
 书中对沈浩心路历程的解析，也启迪着当代人，昭示着未来人。
沈浩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从小就经受了生活的磨练，懂得农民的疾苦，“他对农民有着最深沉的感
情，对土地有着发自肺腑的热爱”；他好学上进，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读大学时还未毕业就
入了党，自觉地以党的崇高目标为自己终身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不愿在机关里碌碌无为度时光，希
望能到基层为农民做一点实事，而且一到小岗就立下宏愿，要豁出命来干，“使中国改革第一村成为
真正的富村、强村！
”他用自己毫不懈怠的苦干实干，用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实践着自己对党、对人民、对
社会的庄严承诺。
 这部讲述沈浩事迹的作品，跃渊葆有了素常的质朴文风和浓郁情感，读来如汩汩流泉，却情浓似火。
跃渊和沈浩，一个是跟踪采访小岗三十年历程的作家，一个是一心扑在小岗的村官，对小岗共同的热
爱使他俩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
小岗进步的一点一滴，沈浩平凡而伟大的一言一行，都刻入了跃渊的脑际，撞击他的心灵，激荡他丰
富而多汁的情感。
他在书写沈浩时，他的心潮是不能自已的。
这里没有隔岸观火的描摹，也没有无关痛痒的表达，而是浸透式的感同身受、悲喜交融。
尽管沈浩的很多事迹，写来近乎白描，没有外在的烘托和华丽的词藻，但是由于细节的真实和感情的
真诚，读来格外撼人心魄，给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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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任村官，六载离家，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乡亲，对不住家里亲人。
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了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
碑文。
 这是2009年度感动中国对沈浩的颁奖词。
温跃渊编写的这本《沈浩故事》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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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温跃渊，1958年开始发表文艺作品。
1964年从事新闻和文艺工作至今。
现为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安徽省炳烛诗书画联
谊会副会长，安徽省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会员等。
1973年创办《文艺作品》杂志（后改为《希望》）；创办《时代文化报》，任总编辑。
著有《小岗纪事》《小岗风云录》《托起太阳的人》《刘明善三部曲》《何家庆》等报告文学集10余
部，散文集《文坛半世纪》《雪域孤旅》等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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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读《沈浩故事》（代序）引言上篇　初到小岗我一定能干好初遇挫折挨打敬老院，进展慢一捧凝聚人
心的水泥中篇　奉献小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村民的冷暖装在心中大学生创业大学生建大棚跑线路寻找
致富的钥匙小岗不富，就是自己无能小岗又见红手印智慧和闯劲感动了GLG迁坟日夜兼程为小岗村民
韩需要的需要难忘的年夜饭总书记的嘱托蓝图“娘家”的关怀坦荡的胸怀敞开的门扉亲情只能埋在心
里女儿是他唯一的宝贝贴近沈浩沈浩写字沈浩电话沈浩来访下篇　长留小岗送别沈浩遗愿祭奠沈浩怀
念沈浩追寻沈浩“大包干”人的叨念永远的丰碑尾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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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挨 打　　小岗村的村民被认为是“中国最牛村民”。
几个当年在生死状上摁下手印的大包干带头人家里，都挂着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一名带头人的儿子的工作被调到别的村，他家儿媳妇问我：“老温，我家孩子他爸调动，中央总书记
可知道？
”瞧这话问的！
你家男人只不过是个村干部啊！
 问一个村民是怎么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见到中央领导人的？
谁安排的？
他说：中央政治局！
问他到北京是谁接待的？
国务院！
个个口气都大，一个比一个牛。
 更麻烦的是小岗村经济发展缓慢，无工无商，种地靠天，人均纯收入不足两千元，集体欠外债4万多
。
从1993年起，挂职干部就“像走马灯一样” ，还来过一位公安局刑警队长当村书记，可“村情复杂”
加之经济落后，无一人连任过。
 小岗人也想办工业。
严宏昌就曾经办过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工厂——瓶盖厂。
办得好好的。
我当时还写文章欢呼：它像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宣布了小岗工业的诞生！
 结果不久，它竟然被人用炸药炸了！
 那一次，我陪作家周志友到小岗。
周志友当时正兼着安徽省公安厅发行量很大的《警探》杂志的执行主编。
杂志期期都会编不少大案要案。
我也写过不少侦破大案的法制报告文学。
我俩还仔细地查看了现场。
公安侦查员当然也来过，认为不是很难破的案子。
 但问题在于案子破了之后怎么办？
抓不抓人？
倘若这个人是个大包干带头人呢？
谁来决定抓？
不一定是县公检法的人所能决定抓捕得了的。
至少得县里主要领导点头。
可谁愿意点这个头呢？
上面追查下来又怎么交待？
 噢，小岗的工作你没做好，抓大包干带头人你倒是挺积极的！
 唉，真是个“烫手山芋”呢！
 小岗人就是这么“牛”，这么“雷”，竟然无视国法，敢用炸药炸人家！
 沈浩来小岗报到的第一天，村民们盯着这个文文弱弱、见人就笑的新来的挂职干部，寻思公安局的刑
警队长都镇不住，他能镇得住？
能搞得好？
 沈浩领悟到村民疑虑眼光背后的含义。
任职三年，三年才一千多天，刨去双休和外地开会时间，在村里满打满算也只有半数，几百天时间怎
么打发也能对付过去。
三年混完回到城里，回到优越舒服的工作单位，农村锻炼了，思想磨砺了，境界升华了，觉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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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层层闪闪发光的镀金片，摞起来就是提拔升迁的资本。
选派干部走了，小岗村还是老样子一成不变。
 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农民，依然要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
 纯朴善良的小岗村农民，“大包干”之后燃起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就这样渐渐地淡漠消失了。
 刚上任不久，一个村民就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和沈浩发生了“ 肢体冲突”。
接着，又有一个年轻人也和沈浩动起了拳脚。
年轻人很是冲动，一脚就往沈浩的肚子踹去。
这一脚踹得真不轻，沈浩觉得肚子隐隐作疼，只得去医院检查。
其间，有人报了警。
沈浩从医院回来后便找到派出所，作保把拘留起来的打人者给放了——“年轻人，不懂事嘛。
教育为主吧。
” 一个夜晚，沈浩在村西口被几个人围堵住，上前就是几拳，他边护着头边喊：“住手！
我是小岗村新来的书记！
”结果仍然被揍得鼻青脸肿，人家喊：“打的就是你新来的书记！
从哪来滚哪去！
我们就是要‘岗人治岗’。
 ”这时一个外号叫“勇敢”的青年村民闻讯后，勇敢地赶来，从路边捡了两块大石头，勇敢地冲到沈
浩身边护着他，怒睁双眼喝道：“谁敢再动沈书记一根汗毛，我就砸死他！
” 那伙人一看来了个拼命三郎，胆大吓死胆小的，都一溜烟跑了。
 这个叫做“勇敢”的小伙子，大号叫关正银，是大包干带头人关友申的二儿子，后来是村委会的治保
主任。
 沈浩在小岗遭打的事，他没有写进日记。
只有一次，有人威胁要打他，他记了几句： 下午2点左右，电话打到我房间，恐吓说敢揍我。
余山、德宝在场。
 沈浩在小岗的6年间，曾写过20本日记和工作笔记。
他对我说：“温老，你写了小岗，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写一本小岗的书，你信不信？
”我说我信。
我说你写的小岗肯定比我写的要深刻得多！
 沈浩刚来小岗时多次被人打过，他不怎么向人提及，毕竟这是很没面子的事。
但他向我提及了，并且我在张秀华和“勇敢”等几个朋友那儿也得到了印证。
 但是这几次被打，他却没有写到日记中。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怕他爱人和女儿以后看了会难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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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沈浩，2009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由温跃渊编写的这本《沈浩故事》记述了沈浩那难以历数、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
小岗修路，他带头用手捧起水泥当泥瓦工；招商引资，他没日没夜东奔西走踏破鞋子若干双；为了察
民情、解民忧，他敞开房门，群众来者不拒；为了争取时间、多干实事，使小岗早日致富，他数过家
门而不入；他专走寒门，解极贫于倒悬；他怜老惜孤，视长者为至亲。
凡此种种，没有惊人之语，并非气壮山河，却至诚至真，实心实意，嵌入人们的心窝，震撼人们的灵
魂。
 书中对沈浩心路历程的解析，也启迪着当代人，昭示着未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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