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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物

胡锦涛与怀川

▶▶▶ 人物档案 ◀◀◀
赵存献1936年出生于孟县（今孟州市）汤

庙村，长期关注国防军队建设，在全国首个设
立“家庭国防建设基金”和村级“现役军人
立功奖励和代耕基金”；几十年来，听他果
树栽培技术讲座的退伍军人和农民达10万
人次，600余名退伍军人成为园艺技师或助
理技师，2000余户烈军属在他技术指导下
脱贫致富。他先后被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拥军模范。

▶▶▶ 主要事迹 ◀◀◀
赵存献两岁时父母双双死在日寇

的屠刀下，八路军救了他这个孤
儿，他对人民军队充满了感情。

位于沟壑纵横地区的汤庙村，

是太行游击队的根据地，参军青年多，军烈
属有 56 家，占全村总户数三分之一。上世纪
60 年代初，军烈属家庭生活十分困难，赵存
献放弃在外的工作，回村照顾他们的生产和
生活，帮助碾米、担水、洗衣服，看见啥活
就干。

1986 年，他承包了村里 2.8 公顷苹果园，
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一干就是3年。致富
后，他念念不忘党和军队。“在我们富裕的同
时，也要为国家作贡献，国防强大了，敌人就
不敢入侵，人民就不会遭遇战争，在有生之年
我要抓紧做这件事。”赵存献心想。

靠承包果园勤劳致富的赵存献，念念不忘
国防建设，毅然拿出4万元献给国家，在全国
率先设立了“家庭国防建设基金”。当国防部
收到这笔款时，群工部回信说：“在共和国的
历史上，这样的捐款还是第一次。”

1990年5月的一天，赵存献又将全家人节
衣缩食攒下的1万元捐给村委会，在全国第一

个设立了村级“现役军人立功奖励和代耕基
金”，让本村籍战士更加安心戍边卫国。

1990 年 12 月 30 日，赵存献从 《新闻联
播》上看到辽宁省丹东市修建抗美援朝纪念馆
的消息后，第二天，就将计划用于春节消费的
2674元钱全部汇往纪念馆建设指挥部。

1993 年 10 月，赵存献作为唯一的农民代
表，被特邀出席纪念馆开馆典礼，受到了中央
领导胡锦涛、迟浩田的亲切接见。

1991年，他在电视上看到中国人权状况的
报道，其中有“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
首要人权”的论述。他以一个农民的强烈责任
感，出资印刷了2300册《中国人权状况》小册
子，赠送给入伍新兵，展示了一位中国农民的
博大胸怀和爱国意识。

多年来，赵存献不但为国防事业捐款，还
为教育等公益事业捐款。1989年以来，他各项
捐款累计达12万元。

本报记者 孙 军 整理

赵存献：爱国拥军献深情

本报记者 徐金华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李峰
就被新闻界和社
会上广大读者所
关注。他是一位
勤奋、高产、有
思想的新华社资
深记者，著书立
论 ， 笔 耕 不 辍 。
20 世 纪 80 年 代
起，作为 《焦作
日报》 的名誉顾
问，李峰与焦作
日报社结下了不
解之缘。

1925 年 出 生
的李峰，1940年2
月 参 加 革 命 工
作。1950年7月到
新华社工作，先
后 在 西 南 总 分
社、鞍山分社任
记者、编委，总
社 国 内 部 任 记
者、组长、副主
任。1982年4月任
国 内 部 主 任 兼

《半 月 谈》 总 编
辑。1998 年离休
后，李峰出版了
新闻通讯及战地
摄 影 、 杂 文 随
笔、新闻论述共
三卷的 《李峰文
集》。北大和复旦
等高校把他采写
的《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诞生了》等新闻
稿，编入新闻系的参考教材，认为稿件在
新闻写作上有新的突破。

《焦作日报》原副总编辑李斌曾经回
忆，李峰作为《焦作日报》的名誉顾问，
曾受报社党委邀请两次来到焦作，和《焦
作日报》情谊深厚。

李峰虽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却亲切谦
和，平易近人。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
时我市旅游业刚刚起步，报社编委邀请他
和新华社几位同志到报社指导工作。李峰
一行人在时任焦作日报社党委书记李介人
等领导的陪同下，到编辑部、印刷厂等部
门参观，对焦作日报社事业的发展、采编
队伍的建设都进行了细致了解，并给予鼓
励。

1993年，《焦作日报》 复刊10周年，
4 月 27 日，中顾委原委员、新华社原社
长、中国对外交流协会原会长朱穆之，以
及李峰等应邀到焦作日报社参观指导；4
月28日，《焦作日报》复刊10周年座谈会
举行，新华社及全国新闻界多家新闻单位
发来贺电，朱穆之、李峰等新闻老前辈及
焦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参加了座谈。

2003年，《焦作日报》复刊20周年之
际，李斌受报社党委委托，赴京看望李峰
等对焦作日报社关怀备至的老同志，意欲
邀请他们来焦作参与 《焦作日报》 复刊
20 周年纪念活动。78 岁的李峰精神矍
铄，热情地给《焦作日报》 复刊20周年
题了词，并允诺再次来焦。但突如其来的
非典令期盼中的交流成了未竟的心愿。

李峰老先生曾经给予《焦作日报》的
深切关怀和殷殷寄语，成为焦报人奋勇前
行的不竭动力，为焦作日报社健康发展注
入了强大的思想能量和精神力量。

新
华
社
资
深
记
者
李
峰

欣
然
担
任
《
焦
作
日
报
》
名
誉
顾
问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马允安

带着对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切关
怀，2008年9月8日至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率中央有关部委领导，
来到以高产粮闻名全国的焦作进行考察。

在焦考察期间，胡锦涛深入田间地头、农科院
所、龙头企业、农村学校，询民情、听民意，同基层
干部群众共商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大计。

武陟县三阳乡东尚村的玉米丰产示范田，是胡锦
涛焦作之行的第一站。9月8日10时40分，胡锦涛来
到玉米丰产示范田，沿着田埂走进即将收获的玉米
地，仔细察看玉米生长情况。今年收成如何？小麦、
玉米能卖什么价儿？农药、化肥价格是多少？国家各
项惠农政策落实了没有？站在田间，胡锦涛和乡亲们
聊了起来。他对乡亲们说：“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
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一定要把粮食生
产抓得紧而又紧。发展粮食生产，一要靠政策，二要
靠科技。我们要把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鼓励、支持
粮食生产的政策落到实处，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要大力推广优良粮食品种和先进的农田管理技术，提
高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综合生产能力。”

9月8日15时8分，胡锦涛一行来到温县农科所。
在那里，胡锦涛饶有兴致地观看良种小麦样品，向科
研人员详细了解科研攻关情况。他鼓励大家：“希望你
们今后培育出更多更好的种子，为河南、为全国的粮
食生产作出更大的贡献。”

9月8日15时56分，胡锦涛一行来到位于温县番
田镇三陵村的铁棍山药标准化种植基地。“这样的特色
种植能推广吗？企业是如何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的？”在
基地，他详细询问了山药种植、销售、深加工等情
况。胡锦涛叮嘱，要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通过多种模式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探索更多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

9月8日16时15分，胡锦涛一行来到孟州市南庄
镇桑坡村。1994年5月，胡锦涛考察过该村。14年过
去了，桑坡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胡锦涛一直牵挂于
心。得知桑坡村一心一意发展经济，村民越来越富裕
后，胡锦涛十分高兴。他动情地对村民说：“时隔14
年，我专门来看望乡亲们！到这里以后，我看到桑坡
村的马路变宽了，房子变高了，村民也富裕了，这是
你们认真贯彻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也是你们共
同努力奋斗的结果。看到这些，我特别高兴！希望大
家不要满足现状，还要继续努力。大家要把经济社会
发展得更好，把民族团结搞得更好，使所有村民都过
上富裕的日子！”

粮食生产、粮食安全是胡锦涛来焦作考察的重
点。9月9日9时许，胡锦涛来到位于修武县的焦作隆
丰粮食储备有限公司了解粮食存储情况。他走进9号
仓，抓起一把小麦，仔细察看成色。他要求有关部门
进一步把储备粮管理好，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粮食需求
和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更大力量。

9月9日10时5分，胡锦涛专程前往博爱县海林葡
萄专业合作社考察。胡锦涛一边察看，一边向合作社
负责人询问合作社的生产组织、技术服务、产品销
售、内部管理等情况。胡锦涛问在场的群众：“加入合
作社好吗？”大家异口同声说“好！”胡锦涛说：“实践

证明，在坚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通
过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规模经济，是一条切实可
行的路子。希望大家继续探索，更好地把农民组织起
来，给农民群众带来更多实惠。”

9月9日10时40分，胡锦涛专程前往博爱县清化
镇高庙中学 （后改名清化中学） 看望全体师生。在该
校，他饱含深情地对全体教师说：“你们的工作很有意
义，你们的劳动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党和政府十分
关心农村老师，将进一步改善你们的工作、生活条

件，希望你们更加热爱农村教育事业，不断提高教书
育人水平，为国家培养更多有用人才。”

在焦作考察期间，胡锦涛召集河南省委、省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和焦作市各级干部代表，围绕农村改革
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

那次考察，胡锦涛同志极具人格魅力的政治家风
采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亲民形象，永远留在了焦
作人民的心中，他的谆谆教诲鼓舞着全市人民砥砺前
行，奋力谱写发展新篇章。

谆谆教诲鼓舞全市人民砥砺前行

⬆2008年9月9
日，时任中共中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
胡锦涛到博爱县清
化中学考察。

（本报资料照
片）

⬅2007 年 9 月
18 日，谢延信（前左）
荣获“全国道德模
范”称号，受到胡
锦涛 （前右） 等中
央领导同志的亲切
接见。

（本报资料照
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