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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伟业铸辉煌
ＱＩＡＮＱＩＵＷＥＩＹＥＺＨＵＨＵＩＨＵＡＮＧ

李力安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
何　载　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

千秋伟业铸辉煌
李力安　何　载

扶贫济困、消除贫困，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人民的迫切愿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神州大地上像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众多的社会扶贫机

构和以扶贫为宗旨的企事业单位。如何搞好社会扶贫工作，有关同志在

总结经验时提出了三点，即要有一条好路子、一个好班子和一个好领头

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二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充分证实和发展了这一宝

贵经验。

他们以群众的事必须动员群众来办为理念，宣传党和国家扶贫致富

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广泛联系社

会各界参与扶贫工作，促使依靠“单一力量扶贫”向“联系一切社会力量共

同扶贫”转变。

他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筹集扶贫资金。通过盘活资产、清收欠账、归集

已有资金，转变基金经营策略，适时引入市场机制，采取合作经营、合办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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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等形式，兴办经济实体，创收增效，促使基金筹集从单纯的“社会筹集

型”向“项目创收型”转变，有效地壮大了基金规模，增强了扶贫实力。

他们在开展项目扶贫的同时，把“万名贫困儿童助学工程”、“万名扶

贫培训工程”作为重点工作来抓，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

提高贫困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促使扶贫方式由“输血型”向“造血型”，由
“给之以鱼”向“授之以渔”转变。

他们实施“百村万户科技扶贫工程”，帮助受扶乡村开展“一村一品”，
“一乡一业”的规模种植、养殖，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民建立各种产业协

会和合作经济组织，开展技术服务，促进产加销一体化的形成，增强农户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多数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

志，他们不为名，不为利，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公仆的身份团
结共事，艰苦奋斗，呕心沥血，为贫困人口办好事、办实事、办成事，他们的

事业深得群众欢迎。他们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严守纪律，扎扎实实办事，

干干净净做人，深受群众的信赖。因而这个集体被认为是一个责任心强，

肯干事、干实事、信得过、靠得住的班子。

王双锡同志是这个班子的领头人，我们是在扶贫工作中认识的。他
曾长期在县、专区工作过，从１９８８年起做过八年的副省长，起初分管过工

交、财贸和政法，后期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时间较长。１９９６年从工作一线
退下时，他提出一不进人大，二不去政协，一心一意要给贫困农民办实事，

因而被选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会长，一干就是１５年。为了扩充基金会的

资金，他经常拜访有关部门和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耐心宣传，多方
协调，十几年如一日。为了帮扶贫困户，他经常跋山涉水，废寝忘食地工

作，甚至带病出差，家属和亲友多次劝阻，仍坚持不懈。他热爱学习，勇于
创新，敢于“先行先试”。他认定扶贫要以人为本，培训一人，一家脱贫，带
动一片，先后实施了“万名贫困儿童助学工程”、“万名扶贫培训工程”、“百

村万户科技扶贫工程”，人称他为“王三万”。

扶贫帮困是千秋伟业，也是一件功德无量、充满爱心的善事。名为《大

爱无疆》的这本书，以翔实的事例记述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扶贫帮困的业
绩。读了书的初稿，我们深受感动，并写了上边的话以为序。热烈地欢迎它
的出版，殷切地希望读者吸取书中的某些经验，学习他们实事求是、团结一

致、艰苦奋斗的大爱精神，结合具体情况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成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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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０年，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艰苦历程！

二十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作为

一个非募集型、自收自支的扶贫事业单位，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却在这二十

年里坚持改革，加快发展，兴办实业，拓展基金，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开创

了一条自己赚钱搞扶贫的新路子；在全省范围内相继实施了一系列规模

宏大、影响深远的扶贫工程，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办了许多令人称道的

实事好事。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以其雄厚的基金实力和骄人的扶贫工作业

绩，在全国同系统同行业中走在了前列。

作为《陕西日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２—２５日系列报道“陕西省扶贫基金会

发展与扶贫工作纪实”的撰稿者，我和陕西日报记者一起，从２００９年金秋

时节开始，耗时半年之久，沿着陕西省扶贫基金会曾经走过的足迹，在全

省各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

在山大沟深的陕南秦巴山区，从县、乡干部到小学校里的教职工，从

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已经有了儿女的小青年们，提起十多年前陕西省扶贫

基金会在这里开展的“万名贫困儿童助学工程”，不但记忆犹新，而且感慨

万千，称那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尤其是那些直接接受过救助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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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如今儿女已长大成人的父母亲以及始终心存感念的老祖母，说起此事

来依然热泪盈眶……

在陕北榆林地区辽阔无垠的沙滩草原荒漠中，驱车数十公里才能看

得见的村庄里，依靠舍饲养羊和科学养猪富裕起来的农民们，说起陕西省

扶贫基金会在这里开展科技扶贫，帮助他们培训技术，引进良种，大种饲

草，改变传统放养模式，重新以畜牧业为主发展农村经济的事儿，都抑制

不住满心的喜悦。一个个如数家珍般争相告诉记者，他们家几口人，养了

多少只羊，喂了多少头猪，每年能收入多少钱。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陕蒙

交界处的榆林市榆阳区小壕兔乡的耳林村，全村人均羊子存栏已经达到

１０只以上，人均养猪存栏五六头，户均畜牧业收入达到三四万元，人均纯

收入达到５８００元，过上了从来没有过的小康日子……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本书作者健涛（左三）

在铜川市耀州区采访科技扶贫点丰产苹果园

在绵延起伏沟壑纵横的渭北黄土高坡上，果实累累的苹果园一个连

着一个，红艳艳的大苹果让人馋涎欲滴，一辆辆装运苹果的大卡车停在路

边地头。铜川市耀州区坡头镇咀子村喜笑颜开的果农们，一边手脚不停

地忙碌着，一边告诉记者，是省扶贫基金会搞的科技扶贫，让他们懂得了

怎样科学管理果园，学会了大改形、强拉枝、巧施肥、全套袋等各种各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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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改造了已经准备砍伐重新再种粮食的果园，作务出深受市场欢迎

的好果子，不但产量高，而且卖出了好价钱；在他们村里，家家都种苹果，

户户都发了苹果财，人均纯收入快要上万元了……

还有宝鸡市太白县无公害蔬菜，扶风县奶畜饲养，安康市汉滨区兴桑
养蚕，紫阳县富硒茶园，岚皋县魔芋生产，延安市安塞县大棚蔬菜……遍
布全省各地一个个颇具特色的农副产品基地，以其规模化、产业化的优势

享誉省内外，而其中大都凝结着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科技扶贫的心血。

在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组织联合办学的职业教育院校里，来自全省各

地的贫困户子弟，因为得到了省扶贫基金会的资助，参加了扶贫培训，学
得了一些基本技术，掌握了一门技能，获得了就业的机会。一大批贫困青
年从这里走出去，在城镇开办门店，到东南沿海打工，以其技能优势，成为

当今引人注目的农民工大军中颇受欢迎的实用人才。他们就业后有了稳
定的收入，从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贫困面貌，使原来的贫困户成了当地令

人羡慕的富裕户。其中出人头地成就了事业，改变了人生道路者比比皆
是，一个又一个生动事例感人至深。

在三秦大地的各个角落，一所所由陕西省扶贫基金会投资兴建的希

望小学，一张张无偿捐赠中小学校的课桌凳，一条条筹资修建的道路，一
座座与贫困群众心连心的“慈善桥”，一口口为解决人畜饮水难而投资打

下的深水井……都见证着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一心一意扶贫帮困，为贫困
地区办好事办实事的业绩。

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二十多年来开展的一系列大规模卓有成效的扶贫

壮举感天动地！然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不是那种传
统意义上的慈善机构，不只是依靠募集社会捐款做善事，而是自我发展，

积聚资金，自己千辛万苦挣钱搞扶贫！

陕西省地处我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募集资金相对于东南沿海发
达地区来说比较困难。陕西省扶贫基金会面对这种现状，解放思想，开拓

创新，坚持不懈地把扩大基金增值作为有效开展扶贫工作的生命线，按照
市场化运作的规律，在瞬息万变的经济大潮中，依靠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

精神，不断壮大基金规模，增强自身实力，走出了一条在全国扶贫战线至
今尚属独有的非募集型扶贫开发新路子。

在荒无人烟的陕北黄土高原上采油，到山大沟深的秦岭深山中开矿，

于富县直罗镇山头兴建伴生天然气发电站，采取多种形式兴办实业；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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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追讨欠债，合作经营，委托理财，想方设法集聚扶贫资金。至２００９
年１２月底，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累计经营总收入一亿六千多万元，拥有资

产总额已达一亿四千多万元，其中净资产一亿一千七百多万元，在原有本

金基础上翻了两番。

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同志们，以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默默地奉献

在扶贫事业上，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甘霖

洒向贫困群众。然而，干了这么多大事好事的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却令人

难以置信的是，领导和工作人员除了机关事务性人员外，从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到各部部长，以至一般的办公人员，大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

离退休干部，包括实体公司在内总共２４人的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七十岁

以上的老同志就有八人，其中会长、原副省长王双锡同志已七十四岁

高龄。

　　·２０１０年元月１０日，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原野（左一）与本书作者

健涛（左二）在富县直罗镇和尚塬，采访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实体企业富

县直罗发电公司董事长付平（右一）、总经理谢恩让（右二）

在一般人看来，让一些曾身居领导岗位的老同志到扶贫基金会工作，

不过是给一个梯子让他们“软着陆”，减少一些“失落感”。同时作为非政

府扶贫机构，一无严格的职责要求，二无明确的任务指标，在这里不过是

让他们发挥余热老有所为而已。可是，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会长王双锡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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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团队，非但不“软着陆”，反而把这里当作又一个战场，作为新的战斗

历程的起点，满怀激情地奋斗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上！

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会长项南，曾经把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工作的同

志们自诩为“伟大的叫花子”。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同志们开始时确实也
像“叫花子”般四处“乞讨”，而后又像贪婪的“资本家”似的想方设法赚钱，

使扶贫基金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积越多。他们为此不惜承担风险，

屈尊求人，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付出了甚至比在任时还要艰辛的努力。他
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自己敛财，也不是为儿女留下万贯家产，而是为了

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经济，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群众摆脱困境。

有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共产党爱穷人。”从根本意义上说来这句话没
有错。在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遭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共产党

闹革命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反动的压迫剥削制度，为穷人打天下。

那时候爱穷人是必然的，也是共产党的宗旨之所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当家做主，共产党依然爱穷人，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建设繁荣
富强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今天一些人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仍然处于贫困状
态，共产党更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改变面貌，让他们同大多数人民群众

一起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这依然是党的宗旨之所在，是每一位共产党
员都应该发扬的优良革命传统。

陕西省扶贫基金会里的大多数同志，都是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岗位
上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是老革命、老党员。他们始终牢记党的宗旨，革命
本色不变，坚持“共产党爱穷人”的观念不变，心里装着穷人，千方百计帮

助穷人改变贫困面貌。他们艰苦奋斗，矢志不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
伟大的扶贫事业中做出了骄人的业绩。这种无疆的大爱不仅是难能可贵

的，而且是非常高尚的。他们的工作为党旗增了辉，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为
人民政府添了彩！

在感慨之后突发奇想，要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同志们抒写一曲赞

歌！用精心编织的文字，描绘出王双锡所带领的团队艰苦奋斗的历程，记
录下他们洒满辛勤汗水的足迹，展现出他们扑下身子为人民谋幸福的博

大胸怀。让人们永远铭记和感念共产党人时刻惦记着贫困群众，与人民
群众心连心的本色。这是作家面对火热的时代大潮肩负的神圣使命，相
信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万众一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征

程中，这种努力一定会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读者的热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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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辈革命家的情怀

１９８９年３月１３日，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民政部注册登记，中国扶

贫基金会在北京正式成立。

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但愿苍生饱暖”，“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中华民族多少代仁人志士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和献

身的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据有关权威方

面统计，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农村不得温饱的贫困人口有２．５亿。随着包

产到户责任制全面推行，解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后，党和政府就开

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工作。然而，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要完

全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逐步实现小康，是一个长期

的奋斗过程。要根本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使贫困地区群众与全国人民一

起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过程的历史任

务。因此，需要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共同长期奋斗。中国扶

贫基金会正是肩负着这样的历史使命而宣告成立的。

全世界的基金会几乎都是有了一大笔基金后才成立基金会，其任务

就是如何把钱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如著名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诺贝尔基

金会等，从来都没有因为基金短缺而发愁过。而中国扶贫基金会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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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农业部拨给１０万元启动资金就挂牌办公了，因而

一开始就把筹集资金作为基金会的首要任务。诚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首任

会长项南所言，他们是“伟大的叫花子”。

中国扶贫基金会始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李

·李先念同志为中国扶贫基金会题词

先念同志首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名誉

会长，亲笔题词：“扶贫济困，共同富

裕。”１９９６年换届以后，原国家副主

席荣毅仁继任名誉会长，题词：“动

员全社会都来为扶贫做贡献。”李先

念同志一直十分关注扶贫基金会的

工作，临去世的前几天还在听取扶

贫基金会的工作汇报。他流着热泪

对项南同志说：“战争年代，陕南老

区人民把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们，连

猪娃子都让我们吃掉了，革命成功

了，千万不能忘了他们。”这种对老

区人民的深情厚爱，对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致富义不容辞的革命责任

感，是各级扶贫基金会千方百计努

力搞好工作的动力源泉。

就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后的

第二年，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的原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何
载同志，想到了祖籍陕西的扶贫工作。他联络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曾在陕西
安康地区担任过地委副书记的原中顾委常委兼秘书长李力安、陕西籍的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委书记杨克、原石油部副部长李敬和原国家烟草专
卖局副局长马尔赤等老同志，组成陕西省扶贫顾问组，积极促进组建陕西
省扶贫基金会。最早曾欲称为陕南扶贫基金会，因为陕北老区有一个陕
北建设委员会，意在曾经亦是老区的陕南开展扶贫工作，最终还是确定为
陕西省扶贫基金会。

成立扶贫基金会首先要解决基金问题。尽管项南同志曾经形象地描
述初创阶段的“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一个没有基金的基金会”，但是能够争
取到一定的基金，对于地处西部贫困地区的陕西省扶贫基金会来说，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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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０年１１月，王双锡会长到北京向关心和支持陕西扶

贫工作的老同志汇报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工作

　　（自右至左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委书记杨克、原国家烟草

专卖局副局长马尔赤、原石油部副部长李敬）

是再好不过了。这些已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怀着对陕西人民

的深情厚谊，多方奔走呼吁，直至找到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这个“老

陕西”，写报告，跑批文，向财政部争取到１６００万元，作为陕西省扶贫基金

会的基本金。与此同时，又与陕西退下来的一些原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提

请省委、省政府同意，由省财政配套１４００万元，连同财政部拨款共计３０００
万元作为基金，成立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连壁、

何承华，原副省长刘邦显，省政协副主席吴庆云等老同志，积极配合在京

的老同志们做了各个方面的工作。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２２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成立陕西省扶

贫基金会的通知》。《通知》指出：“省委、省政府同意成立”的陕西省扶贫

基金会，“是以推进陕西扶贫经济开发工作为宗旨的非营利性质的民间团

体”。基本任务是：“为中外热心陕西扶贫和经济开发的政府、组织、团体、

单位和个人提供服务，负责接受他们提供的现金、实物及技术援助。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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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搞好这些捐赠资金物资的管理工作，在遵守我国法律和法令的前提

下，充分尊重捐赠者的意愿，按有关协议，将所捐资金、物资和技术成果安
排使用在贫困地区的生产和各项经济、社会开发事业上。”

《通知》公布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名单，共５０名，分别是
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退下来的老同志，陕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省委、省
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聘请原陕西省委书记、

省政协主席吕剑人任名誉会长，聘请胡景通、孙天义、黄峻山、张鹤龄、周
益三任名誉副会长。规定理事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常务理事若干名，

由理事会开会选举产生。首届理事会选举李连壁任会长，刘邦显任第一
副会长，何承华、吴庆云任副会长，秘书长为原中国农业银行陕西分行行
长董孝先。１９９０年年底前，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在止园饭店挂牌正式成立。

热心组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在京陕西籍或在陕工作过的老同志，

都曾经为党和人民做出过重要贡献。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们本来

可以轻松愉快地颐养天年。但是，他们心里仍然惦记着人民，尤其是那些
至今还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老百姓。１９９５年春节，何载同志和中国扶贫基
金会的几位老会长，到河北省阜平县最贫困的老路渠村看望乡亲们时，看

到那里的群众依然很穷。他曾十分感慨地说：“过去闹革命就是为了救穷
人，如今还有人受穷，没法儿去见马克思啊！”这种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的

感情，这种共产党人的强烈责任感，令人肃然起敬！

何载同志祖籍陕西宝鸡，原名容恭，１９１９年生于甘肃成县。１９３６年
西安事变前后，何载作为西安学生救亡运动的代表晋见过张学良将军。

新中国成立前，何载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工
作，１９５０年调入中南海工作，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内称主席

秘书组）秘书、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兼任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等职。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载同志担任中组部干审局局长、秘书长等职，为
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做了大量工作。在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常

务副会长后，为“东西部互助和干部交流”、甘肃“万眼水窖献爱心”等２００
多个扶贫项目筹措投入资金几亿元。何载同志曾撰写出版了《毛泽东对

我的教育》、《延安的光辉》、《扶贫之歌》等著作，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革命老
人，尤其是在全国的扶贫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陕西省扶贫基金会
成立后，何载同志几乎每年都要到陕西来一次，听取扶贫工作汇报，亲自

检查指导陕西的扶贫工作。２００８年，年已８９岁高龄的何载同志手拄着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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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又一次来到陕西，关心和询问省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前后停留了几个月

之久。２０１０年５月，何载同志再次莅临陕西省扶贫基金会换届会议，并且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陕西省扶贫基金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对

今后的扶贫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和要求。

李力安同志是山西省五台县人，１５岁参加革命，先后在区委、县委、地
委任过委员、部长、副书记和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事部、中央财

贸部和中央组织部任过职；在黑龙江省委担任过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

第二书记和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央顾

问委员会秘书长。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曾担任过安康地委副书记，因而始
终惦念着贫困地区的陕西安康群众，积极促成成立陕西省扶贫基金会。

他与何载同志一起组织开展了江苏、陕西两省１４６名干部的对口交流，为

陕南引进项目２００多个，引进资金１０００多万元，引进各类人才５００多名。

由交流干部提供信息和帮助，陕南地区向东南沿海及国际市场销售近百

种产品，价值达７０００多万元。李力安同志一直担任陕西省政府扶贫顾
问，多次与陕西省扶贫基金会同志谈话，希望多关心一下安康地区的贫困
群众。

马尔赤同志是陕西省绥德县人，１９４４年７月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业务处副处长、西北商业管理局物价室主任、

商业部物价局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办公室主任、糖业烟酒蔬菜局副局长。

１９８３年９月任中国烟草总公司副总经理兼中国烟草进出口公司经理，

１９８４年９月起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中国烟草总公司副总经理。这

位从陕北走出去的老一代革命家，对于促成组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争取
财政部拨款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正要上交财政部利税

１６００万元，他和为陕西省扶贫基金会争取财政部拨款的老同志们一起，跑
部门，找领导，千方百计争取到了批文，直接把１６００万元从国家烟草专卖
局拨到了陕西省扶贫基金会账内。

杨克同志１９３７年３月参加革命，是当年中共陕西省工委派到商洛接
应李先念中原突围部队的三十名干部之一。杨克同志曾先后任豫鄂陕边

区党委第五地委组织部长、豫鄂陕军区教导团政委、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
军教导团政委、陕南独立团政委、中共陕南工委委员等职，从１９４６年到新
中国成立前夕，一直转战商洛和豫鄂陕边区，熟悉商洛的山山水水，一草

一木，对革命老区商洛地区怀有深厚的感情。早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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