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最爱的人之一，他的人品，风范，格调，情操……”

著名编剧王丽萍，是鲁彦周的儿媳妇，她曾用这样的笔触深情

地怀念着自己的“爸爸”。

2006年11月26日晚，一代文学名家鲁彦周在合肥病逝，

享年78岁。一年前，他刚完成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梨花

似雪》，半个月前，他刚刚成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委会126名名

誉委员中的一员。惊闻鲁彦周逝世，许多人为之扼腕。

一直坚持写了50年日记的知名作家温跃渊，在安徽素有

“文坛活档案”之称。在安徽，他是保存鲁彦周资料最全的作

家。鲁彦周的所有作品出版后都送给了温跃渊，温跃渊全部

保存着。有的作品连鲁老本人都没有了，他还反过来问温跃

渊借。

“比如，《天云山传奇》出来后，只印了8000册，后来有一

家影视公司想要这本书，鲁老自己却没有了，就以非常客气的

口气请求我，能否转借给他？”温跃渊说，鲁老这个人实在太谦

虚了。“他对谁都这样，对任何来访者都很热情、谦和，没有一

点大作家的做派。”

鲁彦周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个女儿在合肥。10月12日，

记者采访了鲁老的大女儿鲁书妮女士。

“父亲晚年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接到儿女们的问候电话，

他那么爱家，热爱自己的亲人。”一开口，鲁书妮马上就陷入对

父亲的深深怀念之中。

“我父亲，在家里面，对我们非常慈祥，从来没有发过脾

气，我们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他也只是点一句就过了。对别

人，他一样是宽厚仁爱，而且非常谦虚平和，不愿意麻烦别

人。”鲁书妮评价父亲鲁彦周。

尽管鲁老去世已经有6年了，但其家人包括社会各界，一

直在通过多种方式怀念这位可敬的老人。

“2008年3月，我们成立了鲁彦周研究会，出了‘鲁彦周

纪念文集’。今年初，我们又发起了鲁彦周文学奖评选。”鲁

书妮告诉记者，首届鲁奖只设小说和影视文学两类作品样

式，共将评出10个奖项，“目前，作品征集已经结束，评委初

审也已经结束。” 记者 刘海泉

致敬人物：
沈浩，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凤阳县小岗村党委原第一书

记。

致敬理由：
在小岗村任职近6年，以实际行动践行科学发展观，使

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

展。沈浩，何以感动小岗、感动江淮、感动中国？因为，他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样一个真谛：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

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奉献与索取是人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价值取向日渐

多元的时代，沈浩，他始终坚守着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

“大包干”的创新精神，探寻出一条适合小岗村特点的现代

农村发展道路。

沈浩
浩存天地

鲁彦周
梨花似雪
致敬人物：

鲁彦周，著名作家、戏剧家、电影家，他的大量作品在国

内外引起广泛影响，并多次获奖。

致敬理由：
他幼年历经艰辛，仅读了几年私塾和两年中学，在革命

中酝酿创作激情，年纪轻轻便踏入文坛。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凭借着一部《天云山传奇》，震撼

了无数中国读者，并引领安徽文学走向全国。

他以作家应有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深刻反思历史、讴

歌美好人性，为转折年代的文艺留下一篇篇经典之作，成

为当代文坛的一座丰碑。

晚年，他更是拖着有病之身，历时４年完成了75万字长

篇小说《梨花似雪》，创造了一个永不褪色的文学传奇。

2009年11月6日，这个原本平常的日子，成了安徽凤阳小

岗村村民心头的痛。这一天，被他们视作恩人、亲人的小岗村

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因心源性心脏病猝然离世，年仅45岁。中

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闻讯后作出重要批示：“沉痛悼念沈浩同

志。请转达对沈浩同志亲属和小岗村村民的亲切慰问。”

2004年，曾在省财政厅任职机关干部18年的沈浩，39岁

来到乡间。小岗村虽说是个“名村”，但毕竟较偏远，人多地

少，资源匮乏，基础差、底子薄。

沈浩一上任，就一头扎进村里，全天候办公。任职6年，做

下的实事好事“三天都说不完”：开通了有线电视和自来水；住

房小区工程让26户困难群众率先搬进了二层新楼房；村里成

立了资金互助合作社；新建的“大包干纪念馆”，成为凤阳乃至

安徽省重要的“红色旅游”基地。2006年，小岗村人均收入超

过5000元。“20年没跨过富裕坎”的瓶颈，在沈浩任职的第三

年被突破。

他帮助困难户、五保户，给他们送米、送油、送钱，甚至带

他们看病、救他们出危房……很多困难，村民还没找上门，他

已经找上了村民的门。

3年任期届满，质朴的小岗村民用98颗红手印留他再干

一任。组织上征求沈浩的意见，他低着头半晌沉默。家有老

母妻女需要照顾，然而他终于选择留下。他说：“当初我是怀

着对18颗红手印的崇敬来到小岗村的，当98个鲜红的手印再

次摆在我面前时，我被感动了，面对村民们这份庄重、这份朴

素、这份信任、这份期待，舍弃再多也值！”

沈浩留任的3年，是小岗村深化改革的3年。他积极推动

土地流转，推进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一些重大项目相

继入驻小岗村。2008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6600元，

高出凤阳县农民人均水平2000多元，比安徽省人均水平高出

39%，是沈浩初到小岗村的3倍……

这个时代需要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近年来，安徽

选派万名干部到村挂党组织书记，在“沈浩精神”的引领下，

1189名党员干部在村挂职期满后，在群众的挽留下继续留任，

成为“沈浩式的好干部”。 记者 张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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