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惠钧

正当我们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楷模”方永刚的先进事

迹，把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宣传工作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反映

方永刚青少年时期成长历程的《方永刚的青少年生活》一书与

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对缅怀方永刚英雄业绩，追寻方永刚成

长、成才、成功道路，学习、研究、弘扬方永刚精神的一部非

常有参考价值的书。

方永刚出生在朝阳市建平县萝卜沟乡水泉村的一个普通农

民家庭，并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贫困、充满艰辛、饱经磨砺

的青少年时代。贫困的生活没有让他放弃对人生的追求，艰辛

的日子没有泯灭他对真理的渴望，磨砺的痛苦也没有阻挡住他

进取的脚步。他善良、勤奋、聪明、执著的品格，从童年就得

到很好的体现，不仅得到家中亲人的喜爱，而且也受到乡亲们

的广泛赞誉。每个人都有青少年时期，他却留下许多让人难以

忘怀的闪光足印。看似贫瘠的土地，却给了他许多催其生长、成

熟的营养。他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完成了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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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学的学业，为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为他后来成为忠诚党的创新理论楷模提供了可靠的素质保障。

方永刚正是凭着他在青少年时期养成的求真、善良、认干

的可贵品德，养成的爱党、爱国家、甘愿奉献的政治品格，开

始了他离开家乡后的崭新学习、工作、生活。1985年他考入复

旦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后，又相继获得法学硕士、军事

博士学位，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教研室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他忠诚于党的创

新理论的研究、传播、实践事业，真学、真信、真用党的创新

理论，克服伤病折磨所带来的种种困难，精心钻研，热情传播，

充分展现了一个新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卓越风采。在20年的

教学教研实践中，他先后完成10多个政治理论研究课题，出版

16部政治理论专著，发表 100多篇论文，为部队官兵和地方干

部群众作各种理论辅导报告1000多场次。他孜孜不倦传播党的

创新理论的事迹，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胡锦涛的肯定，称赞他：“为发展军队的教育事业，为宣传

党的创新理论做出了优异成绩。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坚定信仰

党的理论，积极传播党的理论，而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模范践

行党的理论。”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模范教

员”荣誉称号，号召全军官兵向他学习。他用自己的毕生精力，

谱写了一曲人生最壮丽的凯歌。

方永刚是共和国的骄子，家乡人民为他骄傲。他成为党的

创新理论楷模后，人们不禁要问，方永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他的青少年生活是怎样度过的？他留给家乡

的老师、同学、乡亲、亲属是怎样的印象？他成长进步的历程

会给人们怎样的启示？显然，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对方永

刚的青少年生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沿着方永刚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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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历程去找寻答案。《方永刚的青少年生活》一书应时而出，

它详尽地描述了方永刚从小所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所经历的

艰苦生活磨炼、所领悟到的人生真谛，真实地记录了方永刚青

少年时期学习、生活中的许多朴实而又精彩的片断，客观地展

示了方永刚做人、求学、处世的优异品格，给我们学习、了解、

研究方永刚提供了比较全面、翔实的资料，使我们从中能清晰

地看到他善良的人格和优异的政治品德的形成过程，是我们领

悟方永刚精神内涵，开展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最

好教材。

方永刚是忠诚党的创新理论的楷模，也是我们学习和传播

党的创新理论的一面旗帜，我们学习方永刚精神，就要全面了

解他的成长过程，包括他青少年时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从中

受到教育和启迪。当前朝阳正在开展“了解朝阳、热爱朝阳、宣

传朝阳、振兴朝阳”宣传教育活动，方永刚作为党的创新理论

楷模，是朝阳人民的优秀代表，是朝阳对外宣传、展示形象的

靓丽名片。我们要把学习方永刚精神纳入这一宣传教育活动的

重要内容，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向方永刚同志学习活动。我

们的广大青少年朋友要从学习方永刚青少年的事迹入手，并从

中吸取营养和力量。要像方永刚那样勤于学习，不怕困难，从

小树立远大理想；要像方永刚那样注意品德修养，诚实待人，做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像方永刚那样坚定党的信念，致力于

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和传播，成为党最信赖的人。我们的广大

党员干部要像方永刚那样真心学习、真情传播、真诚实践党的

创新理论，并用于更好地指导工作，在实现朝阳市委提出的“奋

战三年，再造朝阳”的战略目标中作出新的贡献。

                             
2008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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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永刚的家乡和家庭

群岭起伏，沟壑纵横，蓝天白云之下的山川显得辽阔而壮

美。就在这前有山梁沟壑，后有山梁作背椅处有一村庄——水

泉村，这就是方永刚的家乡。

方永刚的家乡非常偏僻，地处与内蒙古交界的辽宁省朝阳

市建平县萝卜沟①，虽地域宽广，但山梁多、沟岔多，且交通闭

塞，这里不仅离县城远，而且各地去往公社所在地的路都是土

路，碰到雨天所有的车辆行驶就会中断。而方永刚家所在的水泉

村距公社所在地将近10里，且中间有一道山梁，一条长长的大

沟，这条大沟足有2里地之远，沟沿儿坡度直陡，沟路弯弯曲曲。

方永刚的家乡经济非常落后。

农田坡地居多，年景时常遇到干旱、半干旱，庄稼地里打

粮很少，是典型的“种一坡、拉一车、打一簸箕、煮一锅”的

真实写照。山梁上沟岔里树木茂盛，密草丛生，但受当时公社

的生产体制限制，有效资源得不到开发利用，缺少副业生产和

①萝卜沟现名称为罗福沟，根据方永刚自述的记载和当地群众的回忆，当

时名称为萝卜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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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刚的家乡—水泉村全景

畜牧业生产，农业生产是“吃大锅饭”式的社员集体劳动，农

民生产的积极性得不到发挥，农业生产力受到了束缚。村里人

的经济生活处于贫困状态。

1963 年的 4 月，春寒料峭的水泉村，天空时而还飘来零碎

的雪花，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土地还有未融化的冰碴儿，但春

天的暖风渐渐吹来，大地万木正在悄悄地孕育着生机，就是在这

样的季节里方永刚降生了。方永刚出生时已有4个哥哥1个姐姐，

连父母、奶奶算上，方家已是九口人的大家了。在闭塞的山村

里，全家的生计全靠爸爸、妈妈、哥哥长年在生产队种地挣工分

度日。方永刚的家庭只能用非常困苦、特别艰辛来形容。

方永刚家人口多，只能和老叔家共同居住在三间土坯泥垛

的房子又外加了一间的小房里。

那时候的贫困首先是吃饭的问题。一年到头对作为种地的

农民来说，不仅不能为国家交粮食，就连自家的吃饭都解决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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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公社管理制度的生产体制下，生产队的社员只能按照公

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指示出工劳作。农民劳作打下的粮食

不够吃怎么办？就得依靠国家供给的返销粮、救济粮。

方永刚 3 岁那年弟弟出生了，小弟弟需要营养，全家把家

里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了弟弟。哥哥、姐姐还有永刚正是吃饭长

身体的时期，饭量很大。全家人糊口仅靠爸爸、妈妈、哥哥和姐

姐长年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领取的粮食，靠国家供给的返销粮、

救济粮还是解决不了吃的问题。爸爸妈妈在不影响生产队出工

的情况下开垦镐头地（就是在山梁边、沟沿边自己开垦出土地），

种些虽低产但成熟早的粮食作物、蔬菜用以贴补口粮的不足，哥

哥割青草、撸树叶子喂养生产队仅让每家养的猪、羊、鸡、鸭，

姐姐则到处挖野菜：苣荬菜、灰灰菜、猪毛菜、婆婆丁、苦麻子

等，把这些野菜洗干净用开水焯一下再切碎，掺和在玉米面或高

粱面里做成干粮（菜团子），或放在 子粥里。

方永刚少年时期全家所居住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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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人的穿着可以用陈旧和破旧来形容。陈旧：有些衣服

已经连续穿了好几年，永刚家哥们儿多，哥几个的衣服是大哥

穿过了的给二哥，二哥穿过了再给三哥，就这样一件衣服穿来

穿去一直传到永刚的弟弟永强。破旧：有些衣服是补丁摞着补

丁，拿棉衣来说，可能补丁更多点儿，有的棉衣是用大块布做

补丁。至于孩子们穿的鞋，妈妈为了每双鞋穿得长久耐用，做

鞋时在鞋前和鞋后跟处绷上块布条。

永刚幼小的心灵就体尝到了贫穷，有时就跟爸爸妈妈念叨，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贫穷呢？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

方永刚孩童时代的政治气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他3
岁的时候，全国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偏僻的山村也被革命的浪潮掀得风起云涌。

那时期朴素农民的心灵像被海涛扑打着的礁石一样不断地

被洗刷，而儿时永刚的心灵却受到了朴素和充满真情实理的教

育。启蒙的老师就是他的父亲和大哥。

永刚的父亲方德会念过三年私塾，为人正直，处事讲究仁、

义、信，可是在“文化大革命”那疯狂的年代里，方德会的处

境是很不好的。但方德会始终坚持自己的处世心态：为人要正，

做事要真，学东西要实。方德会始终这样教育孩子们：对人要

敬重，处事既要讲道理又要谦让。他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反映

中华优秀传统的古代故事。

父亲不仅在道理上教导孩子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实

际行动中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一次在计件工分劳动中，两位

社员因工分得的多少而争执起来。那次的劳动是打青草，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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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挑着青草到了生产队，生产队会计过磅一称，自然是青草重

的人多给工分，分量轻一些的人少得一些工分。工分少的社员

就不肯认账：“我俩合伙割的草，他只不过比我多挑了，凭什么

给他记的分多，给我记的分少？”永刚看热闹似地看两人争执。

恰巧方德会挑着青草赶到这，见两人争执不下，主动抽出一些

青草给了得分少的社员。事后有人讲方德会不该拿自己的草平

和这样的事，方德会却说：“这事谁对谁错一看就明白，我拿出

草是教育没理的人。”

永刚和老婶家的孩子年龄相差无几，一天，因为一块掺菜

的玉米面饼子争吵起来了，老婶家孩子说这块干粮应该他吃，

而永刚说这块干粮本就应自己吃，原因吗？两人做游戏，谁赢

了谁就吃这块干粮，永刚认为自己赢了就应该吃这块干粮，可

老婶家孩子就是不肯。争吵声被在院外干活的方德会听到了，

这位汉子大步流星地来到两个孩子旁边，没有厉声痛斥而是轻

言和语：“老敦（方永刚小名），我看这块干粮应该他吃。”“可

我赢了，我是赢来的。”永刚急着辩解。父亲说：“按理儿这块

干粮你应当吃，可他也想吃这块干粮啊，孔融让梨的道理不仅

让我们孝敬年龄大的人、长辈人，还要谦让和自己平辈的人、比

自己小的人。”永刚懵懵懂懂，看着站立在身旁的父亲，颤抖的

手把干粮递给了老婶家的孩子，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婶家

的孩子硬是不肯接受这块干粮，“这块干粮就应当你吃。”“我不

吃，我不吃，我真的不吃。”两个孩子推推搡搡好半天，最后两

个孩子一人一半吃掉了这块干粮，嚼着干粮的永刚环顾左右，

父亲又去院外干活了，望着父亲的身影，永刚觉得自己长大了

许多。

小永刚从其大哥方永明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教益。

方永明出生在共和国诞生的那年，与共和国同龄。他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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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好学，但因家庭贫困，读书只读到初中。虽如此，永明在

当时的小山村也算做是有学问的人了。方永明为人诚实，做事

忠厚，乐于助人，以勤恳劳动、勤俭持家为荣。

永明特喜欢永刚，永刚愿意跟比自己年长15岁的大哥在一

起嬉闹、唠嗑，有时跟着大哥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哥俩在

一起的时候，大哥常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帮助别人是件快

乐的事，自强自立是件本分的事，诚实真干是件荣耀的事。有

时还跟永刚讲非常动人的成语故事。永刚在和大哥的日常生活

中领会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优秀准则。

冬季的一天，大雪漫天飞舞，邻居家的一位大娘病倒了，危

在旦夕，通往村外的山路沟岔已被大雪封得严严实实。就在大

家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小永刚见到了大哥的气魄：“我们就是背

也要把大娘送到公社卫生院去。”在场的大娘的儿女们、邻居们

非常感动，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大娘被送到了公社卫生院，急

病得到了及时治疗。那天晚上大哥可高兴了，时而还哼起歌曲

来，永刚被大哥的快乐感染着，大哥又跟永刚讲了许多助人为

乐的故事。

夏日里万木茂盛，小永刚跟着大哥去山间割草，小永刚边

割着草边听哥哥说着村里动人的事好开心哟。永刚突然发现离

他们不远处有割完的草晾在地上，乐得他急忙说：“大哥，咱别

割了，那有现成的草，咱捆吧捆吧拿回家得了。”没想到大哥的

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很认真地跟永刚讲：“草不会自己倒下晾在

地上，咱一点儿都不能动人家割的草。”永刚却顽皮地跟哥开了

句玩笑：“割完了草不挑走，咱帮着挑回去不就得了吗！”大哥

的脸色变得严厉了：“咱割草多少得凭自己力气干。你要再给我

说一遍那地上草的话，我就揍你！做人不能偷懒取巧，要老实、

要诚实。”小永刚似乎听出了这道理的严肃性，俯下身认真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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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这次永刚割的草是最多的。哥俩背着草在回家的路上，哥

哥问永刚：“今天你割草怎么这样有劲儿？”永刚诚实地回答：

“就是因为你训我的那些话，你态度挺严厉可道理挺实在，做人

要诚实，干活就要卖劲。”

永刚从爸爸和大哥的言语和实际行动中感悟到了为人要正

直,做事要真实，助人是快乐，诚实是本分的人生真谛，也从奶

奶、妈妈、姐姐、哥哥们的言语行动中体味到了为人处世的准

则。奶奶勤劳朴实，妈妈乐于助人，村里谁家有事，她总是最

先赶到，姐姐既在生产队出工又忙活家务活，哥哥们都尽其所

能地认真做事。永刚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三、可贵的品格

永刚小时候淘气调皮，乐观活泼爱逗爱闹，而最惹大人喜

爱的和为同伴们敬服的，就是在永刚的身上处处体现出了懂情

理、知礼貌、向真向善的优秀品德。

永刚 5 岁那年，全家的孩子欢天喜地迎来了端午节，因为

在端午节那天能吃上鸡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群众日常生活

是很贫困的，能炒盘鸡蛋，吃上用猪肉炒的菜，算是上等人家。

在偏僻的山村，大家都盼望过年节，因为过年节大家能吃上好

东西。永刚和哥哥、姐姐、弟弟热切地盼望着的端午节到来了，

全家煮了 12个鸡蛋：奶奶一个鸡蛋，爸爸、妈妈、四个哥哥一

个姐姐一人分了一个鸡蛋，方永刚和弟弟方永强因年龄小，一

人分了两个鸡蛋。使全家人格外惊喜的是：方永刚拿着分到自

己手中的两个鸡蛋，掂了掂，然后拿出一个，恭恭敬敬地递给

奶奶：“奶奶，这个鸡蛋你吃吧，我一个鸡蛋就够了。”奶奶望

着永刚好一会儿才把鸡蛋接了过来，在手心里转动着，反复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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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对孩子们来讲碰到鸡蛋这上等的好吃东西，会争着抢着想

吃到口啊，而永刚这孩子却把鸡蛋主动地让给了自己，在心里

赞佩：这事虽小但看出永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啊！奶奶眼里含

着泪花，把鸡蛋递给小永刚，“老敦（永刚），你孝敬奶奶的心

情奶奶收下了，你年纪小奶奶送给你一个鸡蛋。”全家人凝视着

奶奶、小永刚，不仅体会到了奶奶的赞赏深情，还看到了小永

刚懂道理知情谊的心灵。

永刚优秀的品格就是通过在平凡的生活情景中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来的。夏天，永刚和一帮小伙伴在田地间玩耍，玩累了

就像牧童赶着一群牛羊回家一样，蹦蹦跳跳，说说笑笑来到了

一片瓜田，轻风拂过来的香瓜味真是诱人口流涎水啊。小伙伴

们一商量马上作出决定：偷瓜吃。他们沿着高粱地的边缘潜入

了瓜地，忙三火四地摘了一些瓜，又重新潜回高粱地，大口大

口地嚼起瓜来。这些孩子放肆地偷瓜吃，怎能躲过看瓜人的眼

睛呢？孩子们见被人发现了，有的用衣襟兜着瓜，有的用双臂

合拢抱着瓜拔腿就跑，方永刚兜里装着瓜，手里拿着瓜也随着

跑。永刚跑着跑着却停住了脚步。虽在乡村流传着青瓜绿枣谁

见谁咬的习俗，但永刚想，偷瓜吃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啊。他

宁愿受罚，也不愿背着“偷”的字眼，馋了想吃瓜，宁可跟爸

爸妈妈要点儿钱买，也不能偷呀！看瓜人也知道孩子们吃点儿

瓜就吃点儿瓜吧，放慢了脚步还假装使劲追啊，但他看永刚停

住了脚步，不得已追到了跟前。永刚已把拿的香瓜放在地上，

“伯伯，我错了，我不应该偷瓜吃，我要是馋了，我跟你要两个

香瓜该多好啊。”看瓜的人倒愣住了，这一帮那一群，不光是小

孩子还有大人，偷瓜的蛮不少，但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孩子说这

样的话，永刚拽着看瓜人的衣角，“我错了，你打我一顿吧，我

今后再也不这样了。”看瓜人此时动真情地打心眼儿里佩服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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