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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声 明明

刘晋（1907～1995 年），
原名张本固，临颍县皇帝庙
乡前张村人。新中国成立
后，任湖北省副省长、省第
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刘晋 7岁起，在家乡私
塾、县立高等小学就读。
1924 年考入县甲种农校，
在进步教师叶善枝的影响
下，经常阅读《创造月刊》

《语丝》等进步书刊。
1926 年冬，在共产党

员韩文治的引导下，刘晋开
始了革命活动。他深入农村
进行宣传，号召农民以实际
行动迎接北伐。

1927年1月，刘晋加入
中国共产党。3月，刘晋赴
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结业后到临颍县农会工作。

1928年2月，由于地主
告密，刘晋、刘海旺等 11
人被捕，先押在郾城车站，
后又解送到郑州冯玉祥司令
部执法司。刘晋和刘海旺承
担了全部责任，使9个农民
得以释放。7月，刘晋又被
押送到开封第一监狱。

1930年3月，刘晋出狱
后被省委分配到许昌工作。
1932 年，许昌党的机关被
破坏，不久河南省委亦遭破
坏。刘晋赴上海向上级党组
织进行汇报，上级党组织同
意恢复河南党组织。1933
年1月，河南临时工作委员
会成立，刘晋任工委组织部
长，后工委改为省委，刘晋
任省委组织部长。

1935年6月，刘晋被派
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
代表大会。会后在莫斯科列
宁学校学习。结业后，又被
派到法国巴黎完成一项特殊
任务。

1936 年夏，刘晋由巴
黎转道马赛回到上海。他在
与组织联系时，不幸被捕，
被押送到上海警察局，后又
被送到“首都（南京）反省
院”。在狱中，敌人虽严刑
拷打，威胁利诱，但刘晋始
终坚贞不屈。直到“七七事
变”后，国共合作，在党的
营救下，1937年 11月刘晋
获释。

1938 年春，刘晋被派
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留
校任研究室主任，自编教
材，讲党的建设等课。

1945 年春，刘晋随王
树声、张才千到河南开展工
作。在禹县西部山区成立了
四分区，刘晋任专员，亲自
组织领导清剿伪军、清除保
甲组织、建立人民政权的工
作。先后建立禹县、临汝、
密县、密禹新边区人民政
府。在禹县，刘晋还通过关
系，策反了当地伪军1个连
编入了八路军。

1945 年 10 月，刘晋所
在部队与李先念部会集在桐
柏。1946 年春节，部队在
光山县进行整编，刘晋任一
纵政治部组织部长，一直转
战于大别山、鄂西一带，打
击国民党军队，清剿反动地
方武装，建立县区地方政
权。之后江汉军区成立，刘
晋任一分区专员，在他的努
力下，相继建立了洪山、随
南、随枣、钟祥、应山等县
人民政府。

1949年5月，刘晋任湖
北沔阳地委副书记。1950
年1月任沙市市委书记、军
管会主任。1953 年到 1964
年先后担任湖北省工业部部
长、交通部（厅）部长，指
挥修建了武汉到丹江的铁
路。

1965 年，刘晋任湖北
省副省长兼计委主任。“文
化 大 革 命 ” 时 期 被 诬 为

“大叛徒”，受尽了肉体上
精神上的折磨，直到 1978
年彻底恢复名誉。1980 年
当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1985 年任湖北省委顾问委
员会常委。1995年 12月 19
日病逝。

市委史志研究中心宣教科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在临颍县杜曲镇大孟村，村
民李海全一家虽然已经离开家乡
60 余年，但在村里每个角落都
能感受到他们一家的存在。李海
全和儿子李富民两人接力助学、
修路的故事，在家乡已成为美
谈。10月 14日，记者通过电话
和微信的形式采访了远在青海的
李富民。

父亲为家乡捐1万元助学

1958 年，李海全带着全家
从老家临颍县杜曲镇大孟村到青
海省海西州工作。20世纪 80年
代，李海全退休后，决定回到家
乡临颍生活。

“当时，我已经在青海成家
立业。我4岁就离开了家乡，那
时我对家乡的印象是模糊的。父
母非要回老家养老，我有些不理
解。但当时父亲说，落叶归根是
中国人的传统，退休了就应该回
家，和乡亲们在一起生活。”李
富民告诉记者，父亲当时的这段
话，让他对自己的故乡有了新的
感受。

1996 年，李海全为促进家
乡教育事业的发展，给大孟村
小学捐了 1 万元钱。“1 万元当
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刚开始
村里把这笔钱存到银行，每年
的利息用来帮助家里贫困的学
生 读 书 ， 奖 励 优 秀 学 生 和 教
师。”10 月 14 日，大孟村村支
书孟志勇告诉记者，后来，随
着物价上涨，靠每年的利息能
做的事情越来越有限，村里就
用这 1 万元钱给村小学购置了
桌椅。现在，大孟村小学的学
生使用的部分书桌还是用这笔
钱购买的。

“可以说，在教育经费贫乏
的年代，这笔钱曾让很多学生和
老师受到鼓舞，直到现在村里的

学生们还在受益。”孟志勇说。

儿子出资25万助家乡修路

李海全夫妇回到家乡后，李
富民每年都回去看望父母，和家
里的亲戚、邻居重新有了往来，
对家乡的感情也越来越深。1997
年，李海全夫妇相继去世。之
后，李富民每年的清明节都回乡
祭拜，也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变
化。

2000 年，李富民从海西州
人民医院退休后，开了一家公
司，家里的条件逐渐好了起来。
2014 年，他听说老家大孟村打
算修路，但资金不足，就立即开
车回了老家。

“当时，我们村主干道破旧
狭窄，坑洼不平，车辆出入困
难，村民生产、生活非常不便。
全村人都盼着修路，但无奈资金

不足。”孟志勇告诉记者，李富
民回来后，他们进行了交流，
当时村里的想法是，如果他能
给 村 里 捐 献 3 万 块 钱 就 太 好
了，但没想到李富民了解完情
况后，决 定给村里捐资10万元
用来修路。后来，路修到一半
时资金不足，他又慷慨地捐了
15万元。

“加上政府匹配的资金，我
们村共投资100多万元，修了全
长 10 多公里的水泥道路。如
今，实现了和周边村庄的村村
连、户户通。而这一切，离不
开李富民的慷慨解囊，全村父
老乡亲都记得他的好。”孟志
勇说。

还会倾力相助家乡发展

如今，李富民全家仍在青海
生活，他的两个女儿都已经成家
立业。因为行业萎缩，这两年，
他把公司关停掉，过起了悠闲的
日子。

“年纪越大，对家乡的思念
越强烈。现在，我每年就盼着清
明节时可以回趟老家，看看家乡
的变化，跟乡亲们坐下来聊聊
家常，这已经成了我一年到头
最大、最重要的事。”李富民
说，他兄弟姐妹共 6 人，但都
在外地生活。今年清明节，他
们回老家祭拜父母时，决定在
老 家 的 宅 基 地 上 建 新 房 。 如
今，新房已经建好。

“家里的房子盖好后，我感
觉找到了归宿。以后，趁着自
己 身 体 还 行 ， 我 要 多 回 家 看
看。”李富民说，只要家乡需
要，只要他能力允许，他还是
会倾力相助。

父子接力 助学修路
刘晋:忠于理想 坚贞不屈

10月13日，河南省
男子篮球联赛 （豫南赛
区） 在漯河体育馆结
束，来自漯河、南阳、
驻马店、平顶山和信阳
的选手在赛场一决高
下，最终我市代表队获
得第三名，平顶山代表
队位居第一，驻马店代
表队第二。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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